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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感染对血皮质醇的影响及临床分析

罗
!

倩!张
!

珏!张
!

斌!陈建中#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

>($T

$患者合并感染时对血皮质醇的影响及临床意义%方法
!

收集该院
>($T

患者
.9

例!依据白细胞"

R[<

$计数将其分为
R[<

升高组
*)

例和
R[<

正常组
**

例!同时以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全部研

究对象均检测其早
.

点血皮质醇"

4.

$&空腹血糖"

4[d

$&糖化血红蛋白"

aK&'I

$%结果
!

R[<

升高组血清
4.

&

4[d

&

aK&'I

均明

显高于
R[<

正常组和健康对照组"

!

%

,+,-

$!

R[<

正常组各指标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

R[<

与
4.

&

4[d

&

aK&'I

呈正

相关"

3

分别为
,+-*-

&

,+**/

&

,+*//

$!

4.

与
4[d

&

aK&'I

呈正相关"

3

分别为
,+)0)

&

,+**/

$%结论
!

>($T

患者合并细菌感染会

引起血皮质醇升高!进而导致血糖水平升高!积极地预防细菌感染是
>($T

患者防止血糖波动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

型糖尿病#

!

白细胞#

!

血皮质醇#

!

血糖#

!

糖化血红蛋白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0*--

"

(,'/

$

'0=(9.0=,)

!!

(

型糖尿病$

>($T

&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或&胰岛素

抵抗导致的内分泌紊乱性疾病)近年来#有研究提出该病存在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

aZ&

&轴调节功能改变#血皮质醇分泌增

多的现象'

'=(

(

)而
aZ&

轴在感染+外伤等应激状态下也会被

激活#导致血皮质醇进一步升高#引起血糖波动加剧'

)

(

)本研

究通过观察
>($T

患者合并感染后血皮质醇及空腹血糖

$

4[d

&+糖化血红蛋白$

aK&'I

&水平的变化#探讨感染对血皮

质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

'(

月在本院内分泌科住院

的
>($T

患者
.9

例#糖尿病的诊断参照
'000

年世界卫生组

织标准'

*

(

!

4[d

大于或等于
9+,NN?H

"

"

或餐后
(F

血糖大于

或等于
''+'NN?H

"

"

)参照本院临检室白细胞$

R[<

&参考范

围$

)+/0

#

0+'/

&

_',

0

"

"

将研究对象分成
(

组!$

'

&

R[<

升高

组#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9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0+9*h',+..

&岁)所有患者均存在中性粒细胞升高$

&

9,5

&和$或&伴有发热及呼吸道或泌尿道感染症状)$

(

&

R[<

正常组#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h',+0/

&岁)同时收集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

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h

''+-,

&岁)健康对照组均无心+肝+肾重要脏器疾病#近
'

个月

无外伤+感染+发热等应激因素影响#无糖尿病史)

)

组研究对

象年龄和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仪器与试剂
!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早上
.

点空腹抽血#分

装到
*N"

促凝管和
(N"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6

(

&抗

凝管中)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早
.

点血皮质醇$

4.

&水

平#检测仪器为
Y?IFC<?K72#/,'

#试剂为
Y?IFC

原装试剂

盒%采用己糖激酶法检测
4[d

#检测仪器为
[CIPN7A<?MHDCG

&;-.,,

#试剂为
[CIPN7A

原装试剂盒)采用离子交换高效液

相色谱法检测全血
aK&'I

#检测仪器为
[3U=Y&$V&Y3&%>

%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试剂为
[3U=Y&$

原装试剂%采用电

阻抗法检测
R[<

#检测仪器为
[CIPN7A<?MHDCG"a9.,

#试剂

为
[CIPN7A

原装试剂)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经单样本
6=!

检验均呈正态分布#

以
KhD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两两比较

采用
!%6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ZC7G2?A

相关)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相关指标的比较
!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

R[<

升高

组+

R[<

正常组和健康对照组
4.

+

4[d

+

aK&'I

水平比较#差

*

0.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7KTC1<H@A

!

UID?KCG(,'/

!

V?H+')

!

%?+'0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R[<

升高组血清
4.

+

4[d

+

aK&'I

水平均明显高于
R[<

正常组和健康对照组$

!

%

,+,-

&#

R[<

正常组各指标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相关指标比较%

KhD

&

组别
R[<

$

_',

0

"

"

&

4.

$

AN?H

"

"

&

4[d

$

NN?H

"

"

&

aK&'I

$

5

&

R[<

升高组
''+,'h)+')

"#

-/-+/*h'*.+,,

"#

0+)'h)+'.

"#

0+',h(+,0

"#

R[<

正常组
/+/)h'+*,

#

)0(+9.h'')+*.

#

9+(.h'+9.

#

9+9)h'+.*

#

健康对照组
-+.'h'+(, )(/+,'h99+99 -+'.h,+). -+*,h,+'0

0 9-+)9 *9+'0 )0+*( --+-,

!

%

,+,-

%

,+,-

%

,+,-

%

,+,-

!!

注!与
R[<

正常组比较#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

!

相关性分析
!

对
>($T

组的观察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发现#

R[<

与
4.

+

4[d

+

aK&'I

呈正相关$

3

分别为
,+-*-

+

,+**/

+

,+*//

#

!

%

,+,-

&#

4.

与
4[d

+

aK&'I

呈正相关$

3

分别

为
,+)0)

+

,+**/

#

!

%

,+,-

&#见表
(

)

表
(

!!

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观察指标
4.

3 !

4[d

3 !

aK&'I

3 !

R[< ,+-*- ,+,,, ,+**/ ,+,,, ,+*// ,+,,,

4. ] ] ,+)0) ,+,,, ,+**/ ,+,,,

!!

注!

]

为无数据)

'

!

讨
!!

论

!!

皮质醇是肾上腺皮质分泌的主要糖皮质激素#在正常生理

状态下对
aZ&

轴有负反馈调节作用)当机体受到感染时#下

丘脑生长激素分泌过量#引起垂体
&<>a

分泌增多#导致皮质

醇分泌增加'

-

(

)过量的血皮质醇使
aZ&

轴的负反馈机制失

效#导致
aZ&

持续亢进#机体处于应激状态'

/

(

)此时血皮质

醇水平的升高对于机体在应激状态下保持内环境的平衡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

&调节血糖水平参与机体代谢)皮质醇通

过促进糖原分解+抑制肝糖原合成来刺激糖异生%同时又可经

受体作用引起胰岛素抵抗'

9

(

%还可通过抑制胰岛素出胞过程中

钙离子内流及胰岛素原
NY%&

的表达#从而抑制胰岛
[

细胞

分泌胰岛素'

.

(

#这些作用共同导致血糖升高以满足机体代谢的

需要)$

(

&皮质醇对血管的反应性及对因炎性反应而造成的免

疫功能异常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0

(

)但对于
>($T

患者#

其血糖已处于高水平#感染后血皮质醇虽能保护患者对抗应激

状态#但也会引起血糖进一步升高#不利于糖尿病的控制)本

研究中
R[<

升高组
4.

+

4[d

+

aK&'<

均明显高于
R[<

正常

组#且呈正相关#与上述理论一致)

细菌感染会导致血糖波动#而
>($T

患者长期处于高血

糖状态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又可诱发
aZ&

轴功能亢进#血糖

进一步升高#高血糖有利于细菌的繁殖和生长#容易引起感染#

形成恶性循环'

',

(

)国内外有研究表明#海马为
aZ&

轴高位中

枢大脑边缘系统的组成部分#

>($T

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及

弥漫性微血管病变可能造成海马区结构和功能损伤#使
aZ&

轴对多种应激原的敏感性增强#导致糖皮质激素水平升

高'

''='(

(

)而以血皮质醇为主的糖皮质激素反过来又可直接损

伤海马#促进脑中兴奋性氨基酸释放#使
aZ&

轴越发亢进'

')

(

)

在
aZ&

轴作用下#患者血糖进一步升高#加重了感染的进程)

综上所述#

>($T

患者存在
aZ&

轴功能异常#是导致血

皮质醇及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

又容易诱发感染#

aZ&

轴越发亢进#引起血皮质醇分泌进一步

增加#血糖异常升高)感染与高血糖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

此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地预防感染是
>($T

患者防止血糖波动

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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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妊娠期体质量变化的相关研究

叶
!

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北京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妊娠期体质量变化的长期因素---孕前体质量指数"

[T3

$与短期因素与妊娠期增重比例的相互关系!探

索适合我国的妊娠期增重的标准%方法
!

对
(,'-

年北京妇产医院收治的
'(/

例
(*

#

*)

岁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采用
!Z!!'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

'(/

例孕产妇妊娠期体质量变化范围为
-5

#

/,5

!孕前
[T3

范围为
'-+9.

#

)'+.-P

E

(

N

(

!产前
[T3

范围为
'0+-9

#

).+-*P

E

(

N

(

%孕前
[T3

在妊娠期增重水平
*

个阶段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孕前
[T3

在增重比例是否过小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孕产妇年龄在妊娠期增重水平
*

个阶段分布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妊娠期增重比例与孕产妇年龄显著相关"

!:,+,,'

$%孕产妇年龄在妊娠期增重第
*

阶段分布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论
!

孕前
[T3

作为长期因素的指标!妊娠期增重比例作为短期因素指标!均为指导妊娠过程

中增重水平的重要指标%总体规律为孕前
[T3

越小!妊娠期增重比例可能越大#年龄越小!增重比例可能越大%

关键词"妊娠期#

!

体质量#

!

标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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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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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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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妊娠期中#一般孕产妇的体质量会剧烈变化#但孕期过

度增重与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巨大儿+难产+产后出血#新生

儿产伤+宫内感染+新生儿高胆红素症+低血糖等多种并发症有

关'

'=)

(

)且孕期增重与新生儿体质量+转
%3<;

的发生率有

关'

*

(

)而且除了上述短期不良影响外#根据大卫贝克的0成人

慢性疾病胎儿起源1假说'

-

(

#妊娠期体质量控制不好还会产生

长期的不良后果)在我国现实发展阶段内#既有少子化矛盾日

益突出#又有物质发展营养过剩的条件#母婴健康受到了高度

重视)帮助孕产妇控制妊娠期体质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控制妊娠期体质量需要一个合适的体质量标准)国外体质量

标准较细'

/

(

#但是以具体的体质量为标准#无法准确表达孕产

妇的个体差异性)国内体质量标准也是以具体的体质量为标

准'

9

(

#且更为粗糙)更为重要的是#妊娠期体质量变化剧烈的

原因既有孕产妇长期体质因素#又有妊娠期短期体质因素#两

种因素交叉作用下#形成妊娠期增重的最后结果)为了厘清两

种因素的作用#为了改善现有标准中指标为具体的体质量无法

表达孕产妇的个体差异性的现状#本研究将以孕前体质量指数

$

[T3

&为孕产妇长期体质因素标志#以妊娠期增重比例为短期

体质因素#以妊娠期增重比例为主线#通过收集整理
'(/

例孕

产妇的临床资料#分析孕产妇长期体质因素+短期增重因素及

年龄因素对妊娠期孕产妇的影响#探讨妊娠期体质量变化规

律#以期研究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妊娠期增重标准)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在北京妇产医院就诊的
'(/

例年龄

在
(*

#

*)

岁的孕产妇#平均$

),+9'h)+,'

&岁#所有孕产妇均

在本院完成生产过程)

$+/

!

方法
!

对资料中的年龄因素+孕前体质量+产前体质量+

[T3

及出血量等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体质量变化与是否出

血+

[T3

与出血量的关系#统计相关资料数据)其中#

[T3

指

数是用体质量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值#是目前国际上常用

来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采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成年人体质量判定-中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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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为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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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检验定量资料的独立性+正态性+方差齐性#对符合者

进行
A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对不符合者进行秩

和检验)检验定性资料时#使用列联表
!

( 检验+

4@2FCG

精确检

验法)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妊娠期增重比例
!

本组
'(/

例中#以产前体质量及孕前

体质量的差值与孕前体质量的比值为妊娠期增重比例)观察

本研究中数据分布#结果如下!

'(/

例孕产妇中#妊娠期增重比

例均值为
(9+/)5

#标准差为
',+)'5

#经
6=!

检验$

!:

,+(,,

&#故数据分布为正态分布)

/+/

!

妊娠期增重水平
!

'(/

例孕产妇妊娠期体质量变化范围

为
-5

#

/,5

#按照妊娠期增重比例百分位数分类#结果如下!

小于或等于
(,+()5

$百分位数
(-

&为增重水平
'

阶段%大于

(,+()5

#且小于或等于
(/+-05

$百分位数
-,

&为增重水平
(

阶段%大于
(/+-05

#且小于或等于
)-+,)5

$百分位数
9-

&为增

重水平
)

阶段%大于
)-+,)5

为增重水平
*

阶段)另外特别设

置小于或等于
''+,-5

$百分位数
-

&为增重比例过低阶段)

/+'

!

妊娠期增重水平与孕前
[T3

指数
!

'(/

例孕产妇孕前

[T3

范围为
'-+9.

#

)'+.-P

E

"

N

(

)按照妊娠期增重水平
*

个

阶段分类#将
'(/

例孕产妇分为
*

组#分别统计各组孕前
[T3

指数#以孕前
[T3

指数为检验变量#以增重水平阶段为分组变

量#采用非参独立样本
!

( 检验如下!增重水平
'

阶段#秩均值

为
.'+()

%增重水平
(

阶段#秩均值为
.(+09

%增重水平
)

阶段#

秩均值为
-'+-/

%增重水平
*

阶段#秩均值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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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渐进显著性为
,+,,

#所以孕前
[T3

指数在妊娠期增重

水平
*

个阶段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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