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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西北国防医学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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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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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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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窦微微#王立祥#刘惠亮#等
4

插入式腹主动脉按压对心搏

骤停兔心肺脑复苏的实验研究'

^

(

4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

学#

+.,0

#

+0

$

,.

%!

2,6&2+,4

'

2

( 田昕#方伟钧#吴建荣
4

心肺复苏机械通气时选择不同流

速模式对气道峰压的影响'

^

(

4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0

#

,1

$

,.

%!

2++&2+-4

'

6

( 龙飞华#胡艳娟#马有根#等
4

心肺复苏机在心脏骤停患者

急诊抢救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

(

4

临床急诊杂志#

+.,-

#

+3

$

,

%!

-0&--4

'

1

( 庄君灿#黄奇花#吴木富#等
4

心搏骤停急诊患者心肺复苏

术成功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

#

+3

$

-

%!

1+&104

'

,.

(苏童
4

不同通气方式对急诊心肺复苏患者治疗的影响分

析'

^

(

4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

#

+0

$

,+

%!

,3.,&,3.+4

$收稿日期!

+.,6&.0&,0

!!

修回日期!

+.,6&./&+1

%

!临床探讨!

!"#

!

$%&'()(

"

*

&+,,-&$)./0(122&/%$3&$.&%'3

检测
Z"$&"C

)

%P"

及
%""

对糖尿病诊断的临床意义

赵彩虹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检验科
!

,.+3..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Z"$&"C

#&胰岛素细胞抗体"

%P"

#&胰岛素自身抗体"

%""

#对糖尿

病"

$!

#患者的诊断效果及临床意义$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院内分泌科收治的糖尿病患

者
,,/

例!根据
$!

类型分为
,

型
$!

组"

+g31

例#和
+

型
$!

组"

+g22

例#$选择同期该院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空腹抽取
3I#

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P"

水平%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Z"$&"C

&

%""

水平!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3

组空腹血糖与餐后
+?

血糖水平$结果
!

,

型
$!

组
Z"$&"C

&

%P"

&

%""

阳性率均高于
+

型
$!

组与对照组"

H

%

.4.-

#%

+

型
$!

组
Z"$&"C

&

%P"

&

%""

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

H

%

.4.-

#%

+

型
$!

组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水平均高于
,

型
$!

组和对照组"

H

%

.4.-

#%

,

型
$!

组空腹血糖&

餐后
+?

血糖高于对照组"

H

%

.4.-

#%

Z"$&"C

&

%P"

&

%""

单一指标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H

&

.4.-

#%

Z"$&"C

&

%P"

联合
%""

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均高于单一各指标"

H

%

.4.-

#$结论
!

Z"$&

"C

&

%P"

联合
%""

用于
$!

患者的诊断!效果理想!能发挥不同指标诊断的优势!帮助患者早期确诊!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关键词"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

胰岛素细胞抗体%

!

胰岛素自身抗体%

!

糖尿病

中图法分类号"

70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10--

"

+.,6

#

,2&+/0,&.3

!!

糖尿病$

$!

%属于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表现以

血糖升高为主#是由于各种病因影响#机体出现胰岛
/

细胞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周围组织胰岛素功能削弱而

引起)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

发生率呈上升及年

轻化趋势'

,

(

)

$!

可以分为
,

型
$!

和
+

型
$!

$占

多数%#

,

型
$!

主要是由于机体自身免疫攻击胰岛
O

细胞引起#导致胰岛素合成*分泌能力下降#属于一种

自身免疫性疾病'

+

(

&

+

型
$!

主要是由于胰岛素抵抗

引起#部分患者伴有胰岛素分泌不足'

3

(

)有报道显

示#

$!

患者无症状期发病后可检查出多种胰岛素抗

体'

0

(

)有研究表明#将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Z"$&"C

%*

胰岛素细胞抗体$

%P"

%*胰岛素自身抗体$

%""

%用于

$!

患者的诊断#效果理想#能发挥不同指标的协同

作用#帮助患者早期确诊#但是不同学者实验结果存

在争议'

-&/

(

)现探讨
Z"$&"C

*

%P"

联合
%""

在
$!

患者中的诊断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

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

患者
,,/

例#根据
$!

类型分

为
,

型
$!

组和
+

型
$!

组)

,

型
$!

组
31

例#男

+,

例#女
,6

例#年龄
3+

%

/1

岁#平均年龄$

03402e

/42+

%岁#病程
,

%

,.

年#平均病程$

04/0e,4.1

%年)

+

型
$!

组
22

例#男
0,

例#女
3/

例#年龄
33

%

2.

岁#

平均年龄$

004.1e/422

%岁#病程
,

%

,,

年#平均病程

$

04-1e,4.,

%年)选择同期该院健康体检者
/.

例#

作为对照组#男
30

例#女
+/

例#年龄
33

%

2,

岁#平均

年龄$

004.-e/42-

%岁)本研究获得该院伦理委员会

同意#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4/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符合
,111

年

[X(

制定的关于
,

型
$!

和
+

型
$!

临床诊断标准

者'

2&6

(

)$

+

%最终均经过连续
3

次血糖测定得到确诊)

$

3

%能遵循医嘱完成相关检查*治疗)排除标准!$

,

%

合并糖尿病*相关内分泌疾病家族史者)$

+

%近
3

个

月未服用降糖药物者)$

3

%无主要脏器*系统疾病者*

精神障碍者)

$4'

!

方法
!

$

,

%标本采集!

,

型
$!

组*

+

型
$!

组入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1

月第
,-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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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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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次日早晨空腹抽取
3I#

静脉血#对照组体检当天

空腹抽取
3I#

静脉血#

3-..F

"

I

离心
+-IBH

#完成

血清分离#

!

+.i

备用)$

+

%仪器与试剂!美国贝克

曼半自动酶标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美国贝克曼公司%&

德国罗氏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德国罗氏

诊断有限公司%&日立
2/..

全自动分析仪#试剂为北

京中生血糖检测试剂盒)$

3

%检测方法!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N#%*"

%测定
%P"

水平&使用电化学发光

分析法测定
Z"$&"C

*

%""

水平#有关操作严格遵循

仪器*试剂盒操作说明书'

1&,.

(

)$

0

%血糖水平!使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3

组空腹血糖与餐后
+?

血糖

水平'

,,

(

)

$41

!

观察指标
!

$

,

%

Z"$&"C

*

%P"

*

%""

!观察
,

型

$!

组*

+

型
$!

组与对照组
Z"$&"C

*

%P"

*

%""

水

平)$

+

%血糖!观察
3

组空腹血糖与餐后
+?

血糖水

平)$

3

%敏感性和特异性!观察
Z"$&"C

*

%P"

*

%""

及联合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

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NeD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6

检

验#

H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3

组
Z"$&"C

*

%P"

*

%""

阳性率结果比较
!

,

型
$!

组
Z"$&"C

*

%P"

*

%""

阳性率均高于
+

型
$!

组与对照组$

H

%

.4.-

%&

+

型
$!

组
Z"$&"C

*

%P"

*

%""

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

H

%

.4.-

%)见表
,

)

表
,

!!

3

组
Z"$&"C

)

%P"

)

%""

阳性率结果比较$

+

%

5

&'

组别 例数$

+

%

Z"$ %P" %""

,

型
$!

组
31 +6

$

2,421

%

;C

,2

$

034-1

%

;C

,.

$

+-4/0

%

;C

+

型
$!

组
22 2

$

14.1

%

C

1

$

,,4/1

%

C

1

$

,,4/1

%

C

对照组
/. .

$

.4..

%

.

$

.4..

%

.

$

.4..

%

!!

注!与
+

型
$!

组比较#

;

H

%

.4.-

&与对照组比较#

C

H

%

.4.-

/4/

!

3

组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结果比较
!

+

型

$!

组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水平均高于
,

型
$!

组和对照组$

H

%

.4.-

%&

,

型
$!

组空腹血糖*餐后
+

?

血糖水平高于对照组$

H

%

.4.-

%)见表
+

)

表
+

!!

3

组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

!!!

结果比较%

NeD

#

II8<

(

#

&

组别 例数$

+

% 空腹血糖 餐后
+?

血糖

,

型
$!

组
31 1463e,4.+

;C

,34+0e,43+

;C

+

型
$!

组
22 ,,43+e,4+0

;

,041-e,403

;

对照组
/. 04,+e.410 /460e.41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H

%

.4.-

&与
+

型
$!

组比较#

C

H

%

.4.-

/4'

!

3

项指标单项和联合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

果比较
!

Z"$&"C

*

%P"

*

%""

单一指标诊断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4.-

%&

Z"$&

"C

*

%P"

联合
%""

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于单

一
Z"$&"C

*

%P"

*

%""

指标$

H

%

.4.-

%)见表
3

)

表
3

!!

Z"$&"C

)

%P"

联合
%""

诊断的敏感性和

!!!

特异性结果比较%

5

&

项目 例数$

+

% 敏感性 特异性

Z"$ 31 204-3 2-4.1

%P" 22 2-41, 2/4,-

%"" /. 234,1 2+413

Z"$&"Cb%P"b%"" ,2/ 1043/ 1,4+-

'

!

讨
!!

论

!!

$!

是临床常见的疾病#属于内分泌科发病率较

高的疾病#病因复杂#涉及遗传*自身免疫*接触性有

毒物质及病毒感染等'

,+

(

)临床表现为血糖持续升高#

发病后如不及时有效地诊断*治疗#将会增加
$!

并

发症发生率#加剧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患者的健康

及生活)有研究报道显示#

$!

可分为
,

型
$!

和
+

型
$!

#

,

型
$!

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由于机体免

疫功能紊乱侵袭
/

细胞造成胰岛素
/

细胞功能受损#

造成胰岛素水平下降&

+

型
$!

则是由于机体胰岛素

抵抗#导致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

,3&,0

(

)无论是
,

型

$!

还是
+

型
$!

发病均相对隐匿#常规诊断方法更

多依据临床表现*血清胰岛素水平检查为主#该方法

虽能帮助患者确诊#但诊断存在局限性#临床误诊率*

漏诊率较高'

,-

(

)

近年来#

Z"$&"C

*

%P"

联合
%""

诊断在
$!

患

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结果表明#

,

型

$!

组
Z"$&"C

*

%P"

*

%""

阳性率均高于
+

型
$!

组

与对照组$

H

%

.4.-

%&

+

型
$!

组
Z"$&"C

*

%P"

*

%""

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

H

%

.4.-

%)提示
,

型
$!

与
+

型
$!

患者
Z"$&"C

*

%P"

*

%""

阳性率较高#能为

$!

诊断提供依据)

Z"$&"C

属于一种催化谷氨酸

脱羧分泌的生物酶#由
'

&

氨基丁酸神经细胞*胰岛
/

细胞分泌而成'

,/

(

)由于
,

型
$!

多与遗传因素有关#

通过自身免疫抗体介导免疫反应#造成胰岛
/

细胞受

到明显的破坏#而
Z"$&"C

则是引起机体免疫的始动

靶抗原#能抑制特异性自身免疫反应#从而诱导机体

免疫耐受)因此#

Z"$&"C

在
,

型
$!

的阳性率较

高#具有较高的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

,2

(

)有学者研究

表明#

Z"$&"C

能鉴别不同类型的
$!

'

,6

(

)

%P"

则属

于抗胰岛素
/

细胞所有抗体#属于一种混合抗体#会

对机体内的胰岛细胞血浆产生明显的细胞毒性)有

研究显示!

%P"

在
,

型
$!

能持续多年且无明显症状

的
$!

前期#该时期注射胰岛素能延缓病情发展#且

该时期均携带参与机体循环的
%P"

'

,1

(

)因此#

%P"

阳

性能评估机体
/

细胞的自身免疫损伤#可作为
$!

的

高危指标)

%""

属于一种能与胰岛素相互结合的受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1

月第
,-

卷第
,2

期
!

#;C!9EP<BH

!

*9

K

>9IC9F+.,6

!

S8<4,-

!

T84,2



体#但其并非
$!

患者机体的自身特异性抗体#造成

指标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较低)但是#

%""

能

作为
$!

治疗的重要监测指标#能评估患者预后)本

研究结果表明#

+

型
$!

组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水

平均高于
,

型
$!

组和对照组$

H

%

.4.-

%&

,

型
$!

组空腹血糖*餐后
+?

血糖水平高于对照组$

H

%

.4.-

%)说明
$!

患者均合并不同程度的血糖升高#

且
+

型
$!

患者血糖水平上升幅度最高)临床将

Z"$&"C

*

%P"

联合
%""

用于
$!

患者的诊断#效果

理想#能发挥不同指标之间的协同作用#提高诊断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本研究结果显示#

Z"$&"C

*

%P"

联合
%""

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于单一
Z"$&

"C

*

%P"

*

%""

指标$

H

%

.4.-

%)证实
Z"$&"C

*

%P"

*

%""

指标的联合检测能提高
$!

患者诊断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能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和参考)但

是#临床采用生化指标测定效果不理想者#则可以筛

选血糖水平实现不同疾病的初次筛查#对血糖水平异

常者则可联合
Z"$&"C

*

%P"

*

%""

水平#发挥不同指

标的优势#达到优势互补#帮助患者早期确诊)确诊

$!

患者则应该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治

疗#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降低
$!

的并发症发

生率'

+.

(

)

综上所述#将
Z"$&"C

*

%P"

联合
%""

用于
$!

患者诊断的效果理想#能发挥不同指标的诊断优势#

帮助患者早期确诊#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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