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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g

%

7OR

和
/O

在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中表达意义的探讨"

周丽荣&

!潘
!

燕&

#

!朱树贞'

"

&(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内分泌科!湖北十堰
!

66')))

$

'(

湖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湖北十堰
!

6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

\"g

%&脂联素"

7OR

%和瘦素"

/O

%在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中表达意义及相

关性'方法
!

选择该院肥胖
&

型糖尿病患者"

Q]

%

1'

例!非肥胖
&

型糖尿病患者"

RQ]

%

'*

例!单纯性肥胖患者

"

].

%

'&

例以及健康对照患者"

R"

%

13

例!比较
6

组患者血清
\"g

&

7OR

&

/O

&空腹血糖"

dON

%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指

数"

\]%7![P

%!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
!

\"g

和
\]%7![P

在
R"

组&

].

组&

RQ]

组和
Q]

组逐渐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I

&

)()+

%'

7OR

在
R"

组&

].

组&

RQ]

组和
Q]

组中逐渐降低!肥胖患者体内
/O

表达量较高!

dON

在糖尿病患者中水平显著高于非糖尿病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多元回归分析!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

血清中
\"g

水平与体质量指数"

.%[

%&

dON

和
\]%7![P

呈正相关!与
7OR

呈负相关关系"

I

&

)()+

%'结论
!

老

年肥胖
&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
\"g

&

7OR

和
/O

代谢紊乱!检测
1

者水平对评估
&

型糖尿病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值得

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

型糖尿病$

!

同型半胱氨酸$

!

脂联素$

!

瘦素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2'!46++

"

')&*

%

)4!&'6&!)'

!!&

型糖尿病是
&

种以血糖升高为主要特征的代谢紊乱性

疾病#引起血糖升高病理生理机制是胰岛素分泌缺陷及胰岛素

作用缺陷)

&

*

+根据最新流行病调查显示#目前全球糖尿病呈发

病率上升和年轻化趋势+同型半胱氨酸$

\"g

&以血管损害为

主#是
&

种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心脏病高危因素+脂联素

$

7OR

&和瘦素$

/O

&均是由脂肪细胞分泌的激素#

/O

有减少食

欲,抑制脂肪合成和控制能力摄入等作用%

7OR

具有抗炎,抗

动脉粥样硬化和保护血管等作用)

'

*

+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肥

胖,糖尿病以及胰岛素抵抗之间相互关系#为肥胖
&

型糖尿病

患者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

1

*

#选择

本院内分泌科
')&1

年
&)

月至
')&6

年
&)

月门诊及住院
&

型

糖尿病患者
+3

例#根据体质量指数$

.%[

&#

.%[

小于
'+

为非

肥胖糖尿病患者$

RQ]

&#共
1'

例%

.%[

大于或等于
'+

为糖尿

病患者$

Q]

&##共
'*

例+选择同期健康体检患者
+4

例#其中

健康对照患者$

R"

&

13

例#

.%[

大于或等于
'+

单纯肥胖患者

$

].

&

'&

例+排除内分泌紊乱,血液疾病,肝功能或肾功能损害

严重者,近期有处于感染或手术应激状态下的患者+患者年龄

均大于或等于
*)

岁#

6

组患者年龄,血压,

.%[

等进行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

$(/

!

方法
!

收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A/

#取
1

%

6A/

离心后收

集血清#

Y3)Z

冻存#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患者
7OR

水平#放

射免疫法检测患者
/O

水平)

6

*

+剩余血液样本采用
.=BK!

A9:7_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血糖,血脂和
\"g

水

平#采用
,;=B0

<

0')&)

电化学发光仪测定患者胰岛素水平#计

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7![P

&

)

+

*

+

$('

!

统计学处理
!

将本组研究涉及数字录入
-O--&4()

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A

检验#表示方式为
>hG

#总体差

异采用
:

检验$

->HG=:>!R=LA9:!̂ =H;0

法&进行比较#采用
/8!

I

@0>@B

进行简单的相关分析+若结果显示
I

&

)()+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6

组患者血液指标的比较
!

\"g

和
\]%7![P

在
R"

组,

].

组,

RQ]

组和
Q]

组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7OR

在
R"

组,

].

组,

RQ]

组和
Q]

组中逐渐降低#

肥胖患者体内
/O

表达量较高#空腹血糖$

dON

&在糖尿病患者

中水平显著高于非糖尿病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见表
&

+

/(/

!

血液指标多元回归分析
!

对上述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g

水平与
.%[

,

dON

和

\]%7![P

呈正相关关系#与
7OR

呈负相关关系$

I

&

)()+

&+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4

期
!

/9D%=G";@:

!

%9

<

')&*

!

V8;(&1

!

R8(4

"

基金项目!

')&1

年湖北省科技厅课题项目$

.')&1&&)

&+

#

!

通讯作者#

,!A9@;

!

E

9:

<

9:*&+

"<

=9?(:=>

+



表
&

!

'

组患者血液指标的比较

组别
. \"g

$

$

A8;

"

/

&

7OR

$

A

I

"

/

&

/O

$

$

I

"

/

&

dON

$

AA8;

"

/

&

\]%7![P

R"

组
13 *(13h&(&3 &1()&h&(6+ 1(36h)(33 +(&&h)(*' '()6h)(*3

].

组
'& 3(2&h&(24

"

&&(23h'('+

"

+(*'h)(+6

"

+(1'h)(13 1(+&h&(1'

"

RQ]

组
1' 4(33h&(1'

"*

4(*2h&(+3

"*

6('3h)(*4 &)(1'h&(33

"*

6(6+h)(4+

"*

Q]

组
'* &1(6+h'(&4

"*#

2('+h&(13

"*#

+(34h)(34

"#

&)(24h'()&

"*

*(6*h&(''

"*#

!!

注!对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

"

I

&

)()+

%与单纯肥胖组相比#

*

I

&

)()+

%与非肥胖糖尿病组相比#

#

I

&

)()+

+

表
'

!

血液指标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M @! !V A I

常数项
Y'(+3) '(14* Y Y'(2&1)()&'6

.%[ 1(22+ )(1+* 6(214 '(*&')()&+*

dON )(3&& )(1&' *(2+* +(643)())41

\]%7![P )(+11 )('1* +(&)& 1(&&1)()'14

7OR Y)('2+ )(123 +(1+3 Y'(+2))()&2&

!!

注!

Y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改善+肥胖

和糖尿病发病率逐年上升#糖尿病高危因素包括肥胖和胰岛素

抵抗#而
&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血糖,血脂和胰岛素抵抗等容易

发生代谢紊乱)

*

*

+研究证实#

\"g

能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糖尿

病肥胖患者更容易发生血管性疾病+因此#对糖尿病患者#不

仅要控制血糖#还要对其生活进行干预#控制体质量增加#从而

延缓和减少并发症发生)

2

*

+本研究结果表明#糖尿病患者体内

\"g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患者高#其升高原因主要有!胰岛素抵

抗影响
\"g

分解和代谢#

\]%7![P

影响
\"g

合成+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
&

型糖尿病到晚期#胰岛细胞功能衰退#胰岛素

分泌减少#蛋白酸合成减弱#半胱氨酸的结合减少#

\"g

在血

浆中清除率下降#导致血液中
\"g

水平升高)

3

*

+升高的

\"g

将提高机体氧化应激水平#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小

板的黏附#造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最终引起糖尿病等

血管疾病的发生)

4

*

+

7OR

能保护血管内皮#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功能+

Q]

组

患者体内
7OR

水平较
R"

组,

].

组和
RQ]

组患者均有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究其原因可能是
7OR

与

高胰岛素血症以及胰岛素抵抗相关+

-H

等)

&)

*研究表明#

7OR

能对已经损伤血管壁发挥抗炎作用#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此

外#潘敏敏等)

&&

*研究认为
7OR

的降低与白细胞介素和肿瘤坏

死因子水平升高也有一定关系#其能抑制
7OR

在脂肪组织中

表达及分泌+

/O

由脂肪细胞分泌#肥胖基因编码#在机体能量

代谢中发挥重要生理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

/O

水平在
].

组和
Q]

组中水平升高#猜测
/O

可能与肥胖相关#不独立参

与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发病#与吴乃君等)

*

*研究结论一致+

\"g

,

7OR

和
/O

水平在肥胖糖尿病患者体内水平异常#多元

回归分析#

\"g

与
7OR

呈负相关关系#推测
7OR

可减少

\"g

的生成#

\"g

和
7OR

通过共同机制参与糖尿病发病过

程+李桂苓等)

&'

*研究表明#

\"g

可抑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

,

'

的活性#使用该特异性抑制剂抑制此酶活性后#也能发现

7OR

合成减少#但糖尿病发病是否通过此通路发挥作用还有

待考证+综上所述#老年肥胖
&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
\"g

,

7OR

和
/O

代谢紊乱#检测
1

者水平对评估
&

型糖尿病有临床意

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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