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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J9

5

$&胱抑素
N

"

N

5

2N

$&超敏
N

反应蛋白"

62.N̂ W

$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

性%方法
!

分别选取
+$

例和
++

例单纯糖尿病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作为糖尿病组和周围神经病变组!另选取
'$

例健康志

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并比较各组研究对象血清
J9

5

&

N

5

2N

&

62.N̂ W

水平!并对患者行神经电生理检查!采用
W7:=21;

线性

相关模型分析周围神经病变组患者血清
J9

5

&

N

5

2N

&

62.N̂ W

水平和上述检查结果的相关性%结果
!

周围神经病变组和糖尿病组

血清
J9

5

和
62.N̂ W

水平均远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且糖尿病组血清
J9

5

和
62.N̂ W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

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N

5

2N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均显著低于周围神经病变组"

!

#

$#$+

$#糖尿病组和

周围神经病变组正中神经"

RNT

$&腓肠神经"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经
E

波潜伏期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

!

#

$#$+

$!且周

围神经病变组各项指标检查结果均低于糖尿病组"

!

#

$#$+

$#周围神经病变组血清
J9

5

和
62.N̂ W

水平均和神经电生理检查各

项指标存在明显负向相关性"

!

#

$#$+

$!而血清
N

5

2N

无明显相关性"

!

$

$#$+

$%结论
!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清
J9

5

和

62.N̂ W

水平与
RNT

&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经
E

波潜伏期均存在负向相关性%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

胱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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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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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类

型之一#该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无明显性别差异#且糖尿病病程

越长#并发周围神经病变的风险越高*据临床研究报道#糖尿

病患者采用神经功能检查显示#并发周围神经病变患者构成比

为
'$,

!

*$,

#其中无明显临床症状者为
%$,

!

/$,

#严重危

及生命健康(

!

)

*临床长期跟踪随访发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是糖尿病患者反复住院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残疾和病死的独

立危险因素(

"

)

*但该病属于一种慢性病变#起病隐匿且呈渐进

式发展#临床症状和表现往往和病理改变严重程度不一致(

%

)

*

因此#探讨实验室相关指标检测结果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

相关性#对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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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分别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就

诊的
+$

例和
++

例单纯糖尿病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作

为糖尿病组和周围神经病变组*另选取相同时间段该院行身

体检查的
'$

例相近年龄段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本研

究经该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且所有患者均符合入选标准*糖尿

病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

+%#"'H&#(!

&岁%空腹血

糖$

EW[

&

(#!

!

*#%

$

&#%'H$#+"

&

BB1<

"

Q

%餐后
"6

血糖水平$

"

6W[

&

!!#+

!

!%#'

$

!"#$(H$#/!

&

BB1<

"

Q

%糖尿病病程
"

!

*

$

+#%!H!#$(

&年*周围神经病变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

+/#!*H*#%"

&岁%

EW[(#'

!

!$#(

$

*#%(H$#/"

&

BB1<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Q

%

"6W[!"#!

!

!/#(

$

!"#'*H$#%"

&

BB1<

"

Q

%糖尿病病程
"

!

!+

$

*#&+H!#"/

&年*健康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

+/#$(H*#!(

&岁%

EW[/#+

!

'#&

$

+#"'H$#%(

&

BB1<

"

Q

%

"

6W[+#"

!

(#&

$

'#"/H$#"*

&

BB1<

"

Q

*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

&纳入标准!

-

糖尿病组和周围神经

病变组分别符合+糖尿病诊疗指南$

"$!"

年&,和+糖尿病周围

神经病变,相关诊断标准(

/.+

)

%健康对照组为健康志愿者*

.

近

!

个月内未接受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治疗者*

/

同意配合本研

究*$

"

&排除标准!

-

合并糖尿病其他类型相关并发症#如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者*

.

合并各种感染性

疾病或严重心脑血管'周围血管疾病者*

/

合并严重肝肾功能

不全'精神系统疾病者*

0

合并神经内科疾病影响神经电生理

检查结果者*

2

合并恶性肿瘤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

!

方法

$#'#$

!

血清学相关指标检测
!

所有研究对象均给予素食#避

免饮用茶'咖啡'碳酸饮料等#同时避免剧烈运动#正常休息*

%

)

后晨
&

!

$$

!

*

!

%$

于禁食
!"

!

!/6

后抽取肘正中静脉血#分

别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微粒子增强比浊法'胶乳免疫比浊法

测定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J9

5

&'胱抑素
N

$

N

5

2N

&'超敏
N

反应

蛋白$

62.N̂ W

&水平#所用试剂盒均购自深圳晶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仪器有台式离心机$上海京工实业
[0!$."

型&'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
('$$.$"$

型&等*

$#/#/

!

神经电生理检查
!

血清学相关指标检测当天由肌电图

专业人员对所有研究对象完成神经电生理检查#所用仪器为神

经电生理诊断系统$美国
TO-VaVUA91<73Z;7!"&

导&*分别

测定正中神经运动神经转导速度$

RNT

&'腓肠神经感觉神经

转导速度$

VNT

&'正中神经
E

波潜伏期'运动神经转导波幅等*

$#'

!

观察指标
!

$

!

&观察并比较各组血清学相关指标#包括

J9

5

'

N

5

2N

和
62.N̂ W

水平*$

"

&比较各组神经电生理检查结

果#包括
RNT

'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经
E

波潜伏期*

$

%

&分析血清学相关指标分别与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的相

关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DH:

表示#多样本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

两比较用
VU\.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描述#使用
!

"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W7:=21;

线性相关方法确定*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

%

组研究对象的性

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周围神经病变组
EW[

'

"6W[

水平均高于糖尿病组和

健康对照组$

!

#

$#$+

&#糖尿病组
EW[

'

"6W[

水平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

!

#

$#$+

&#周围神经病变组糖尿病病程高于糖尿

病组$

!

#

$#$+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

)

&

性别

男性$

)

& 女性$

)

&

年龄

$岁&

EW[

$

BB1<

"

Q

&

"6W[

$

BB1<

"

Q

&

糖尿病

病程$年&

糖尿病组
+$ "( "% +%#"'H&#(! &#%'H$#+" !"#/(H!#%! +#%!H!#$(

周围神经病变组
++ %$ "+ +/#!*H*#%" *#%(H$#/" !"#'*H!#%" *#&+H!#"/

健康对照组
'$ %" "& +/#$(H*#!( +#"'H$#%( '#"/H!#"*

!

!!

注!

d

表示无数据

/#/

!

%

组研究对象血清学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周围神经病变

组和糖尿病组血清
J9

5

'

62.N̂ W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糖尿病组血清
J9

5

'

62.N̂ W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

&%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N

5

2N

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均显著低于周围神经病变组$

!

#

$#$+

&*见表
"

*

/#'

!

%

组研究对象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比较
!

糖尿病组和周

围神经病变组
RNT

'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经
E

波潜伏

期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

!

#

$#$+

&#且周围神经病变组各项

指标检查结果均低于糖尿病组$

!

#

$#$+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血清学指标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

)

&

J9

5

$

&

B1<

"

Q

&

N

5

2N

$

B

D

"

Q

&

62.N̂ W

$

&

B1<

"

Q

&

糖尿病组
+$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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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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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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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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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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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转导波幅 正中神经
E

波潜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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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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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病变组血清学指标和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的相

关性
!

采用
W7:=21;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周围神经病变组患者

血清
J9

5

水平与
RNT

'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经
E

波潜

伏期各项数据均存在明显负向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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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血清
62.N̂ W

水平和上述神经

电生理检查结果也存在明显的负向相关性$

+X

!

$#%*(

'

!

$#%&+

'

!

$#'/!

'

!

$#+%&

#

!

#

$#$+

&#而血清
N

5

2N

水平和

上述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无明显的相关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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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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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由于血糖水平长期处于高水平状态#

导致血管弹性下降'管壁增厚#诱发血管血栓形成#造成下肢血

管闭塞#累及肢端神经#导致下肢组织病变*常随病情发展使

肌力出现不同程度减退#导致晚期营养不良性肌萎缩#且

RNT

'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经
E

波潜伏期等神经电生

理指标均由于周围神经损伤出现不同程度异常#进而出现肢体

疼痛'麻木'触电样等一系列临床症状和不适感*关于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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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病机制说法不一#可归纳为代谢紊乱'氧化

应激反应'神经营养因子缺乏'血管损伤等(

'.(

)

*据有关研究表

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清
J9

5

'

N

5

2N

'

62.N̂ W

水平均

较健康健康者异常升高(

&

)

*原因为机体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

状态#由于氧化应激反应和血管损伤致使血清
62.N̂ W

'

J9

5

'

N

5

2N

水平异常升高#且变化幅度和病情严重程度相关*

血清
J9

5

属于一种反应性血管损伤氨基酸#属于蛋氨酸

代谢的中间产物*健康者的血清和细胞内
J9

5

水平保持动态

平衡#均受辅助因子缺陷'代谢所需酶和代谢底物异常等因素

影响(

*

)

*血清
J9

5

水平异常升高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发生

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通过多种途径产生#诱发并

加重血管周围神经病变#其作用机制为!$

!

&

J9

5

可对血管平滑

肌细胞增殖产生刺激作用#还影响血管壁胶原合成#对脂质沉

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损伤内皮细胞#可加速糖尿病周

围神经病变形成#加重病变程度(

!$

)

*$

"

&

J9

5

通过加重氧化应

激反应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活性氧物质导致前列环素的产生受

抑#损伤血管舒张功能(

!!

)

*$

%

&

J9

5

通过破坏凝血和纤溶系统

动态平衡增加血小板黏附性和聚集性#促进血栓形成#影响神

经转导速度*由此可知#血清
J9

5

水平越高#糖尿病患者发生

周围神经病变的风险越高#病情越严重*本研究结果显示#周

围神经病变组患者血清
J9

5

水平和神经电生理检查参数均呈

明显负向相关性#提示血清
J9

5

水平越高#周围神经病变程度

越严重*

血清
N

5

2N

水平主要受肾小球滤过率影响#可以和基质金

属蛋白酶'组织蛋白酶及
J9

5

等产生协同作用#共同参与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形成和加重*

N

5

2N

具有重要的抑制内源性

半胱氨酸蛋白酶活性作用#是组织蛋白酶
M

抑制作用最为强

烈的因子之一*糖尿病患者
N

5

2N

水平和糖尿病神经病变'血

管病变等相关并发症密切相关*临床研究发现#血清
N

5

2N

水

平和糖尿病肾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由于该因子水平受肾小球

滤过率影响#可反映糖尿病肾病严重程度#但关于该因子和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性#临床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

)

*

有研究认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清
N

5

2N

水平显著高

于健康者和单纯糖尿病患者#故其和周围神经病变也存在一定

的关联(

!%

)

*另有研究报道#血清
N

5

2N

水平和神经电生理检

查参数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无明显的相关性(

!/

)

*本研究

结果与相关研究一致#原因可能为!$

!

&血清
N

5

2N

水平检测所

用方法不同导致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

&所选标本较少使结

论产生偏差*$

%

&血清
N

5

2N

水平可通过不同作用机制间接影

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尚需深入探究*

血清
62.N̂ W

在健康者的水平较低#其在糖尿病血管并发

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变化最敏

感#在感染'补体和细胞凋亡调节'血管损伤中均具有重要参与

作用*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将血清
62.N̂ W

水平在糖尿病周围

神经病变的作用机制总结为周围血管病变的慢性炎性反应#致

使血管平滑肌细胞受刺激造成局部增生和损害#影响血管内皮

黏附性和通透性#诱导产生活性因子和生长因子#加重血管和

周围神经损伤(

!+

)

*由此可知#血清
62.N̂ W

和周围神经损伤严

重程度明显有关*有研究资料显示#采用神经电生理检测系统

对正中神经'

RNT

'

VNT

水平检测#发现均和单纯糖尿病患者

水平具有显著差异#且与血清
62.N̂ W

水平均存在明显负向相

关性(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周围神经病变组血清
62.N̂ W

水平

和
RNT

'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经
E

波潜伏期均存在明

显负向相关性#与有关研究结论一致#提示周围神经损伤越严

重#血清
62.N̂ W

水平越高*

综上所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清
J9

5

'

62.N̂ W

水

平和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
RNT

'

VNT

'运动转导波幅'正中神

经
E

波潜伏期等水平均存在明显负向相关性#即血清
J9

5

'

62.

N̂ W

水平越高#神经转导异常越明显#周围神经病变越严重*

血清
N

5

2N

水平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无明显的相关性#但可

能由于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研究结果#尚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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