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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心肌肌钙蛋白对糖尿病患者心血管影响的研究

陈
!

晶!沈晓燕!林建伯!陈珊珊#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索血清心肌肌钙蛋白水平对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临床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至
$%&*

年
&$

月于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血清心肌肌钙蛋白水平分为阳性组

"

*e(*

%和阴性组"

*e&*+

%&对比两组患者随机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果糖胺'血红蛋白'

"

反应蛋白等指标水

平差异&采用复诊的形式对两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进行统计&结果
!

阳性组果糖胺"

$+')&0b**)'.

%

&

745

#

H

!血红蛋白"

1')$(b$&)%'

%

F

#

H

!明显低于阴性组的果糖胺)"

''()+(b+$)%(

%

&

745

#

H

*'血红蛋白

)"

&$+)'.b$().*

%

F

#

H

*水平$阳性组
"

反应蛋白为"

'*)%'b&%)$(

%

7

F

#

H

!明显高于阴性组的
"

反应蛋白水平

)"

0)$'b&)01

%

7

F

#

H

!

!

$

%)%.

*&随访
&

年期间阳性组心血管事件总发生率为
+)0%T

!显著高于阴性组

"

()0*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心肌肌钙蛋白水平较高的糖尿病患者
"

反应蛋白较高!同时

血清果糖胺和血红蛋白水平较低!临床上应该对糖尿病患者血清肌钙蛋白进行密切关注!对患者发生的心血管

疾病进行及时治疗&

关键词"心肌肌钙蛋白$

!

糖尿病$

!

心血管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糖尿病是指患者机体内表现为高血糖的代谢综

合征"糖尿病患者容易发生并发症"对患者生活水平$

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影响'

&

(

#研究表示糖

尿病与心血管疾病关系较为密切"随着糖尿病病情严

重程度的不断上升"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将有所上升"

且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

(

#心

肌肌钙蛋白是人体心肌损伤的重要标志物"一般用于

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肌损伤程度的预防与检测'

'-(

(

#为

降低糖尿病患者病死率和提高预后水平"对糖尿病患

者心血管疾病进行及时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本院根据糖尿病患者情况和心肌肌钙蛋白特性进行

研究"为临床降低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病死率

提供有效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于本院接受治疗的
$&(

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

照患者血清心肌肌钙蛋白水平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

分组标准!心肌肌钙蛋白水平
'

%)%&

&

F

%

H

为阳性组"

心肌肌钙蛋白水平
$

%)%&

&

F

%

H

为阴性组'

*

(

#阳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b&')..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病程

)

$)*+b%)*0

*年+阴性组
&*+

例"男
01

例"女
+1

例"

年龄
$&

#

*0

岁"平均年龄)

(0)&$b&()'.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病程)

$).$b%)0$

*年#所有患者性

别$年龄$病程等临床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

*符合
QA\

糖尿病诊断与分型标准'

.

(

+)

$

*年龄
&+

#

0.

岁+)

'

*患

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

&

*并发糖尿病并发症+)

$

*并发恶性肿瘤+

)

'

*妊娠期$分娩期妇女+)

(

*并发严重肝脏$肾脏功能

性损伤#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符合相

关伦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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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血液采集与药敏试验
!

采集患者清晨空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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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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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血液
.7H

"行常规离心后取上清液备用检测#采

用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深圳新产业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检测心肌肌钙蛋白和血红蛋白水平+采

用葡萄糖氧化酶法)上海鼓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

测随机血糖水平+采用离子交换层析微柱法)武汉晶

诚生物科技公司*检测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采用氮蓝

四唑法)合肥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果糖胺水

平+采用蛋白仪)上海科特生物仪器有限公司*检测
"

反应蛋白水平#

$)/)/

!

观察指标
!

心血管事件情况统计!采用复诊

的形式对患者进行统计"每月复诊
&

次"随访时间为
&

年"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绞痛等#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Db=

表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实验室临床指标水平比较
!

两组随机血糖

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阳性组果糖胺$血红蛋白水平明显低于阴性

组"

"

反应蛋白指标水平则高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

学差异)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实验室临床指标水平比较#

Db=

$

组别
*

随机血糖)

7745

%

H

* 糖化血红蛋白)

T

* 果糖胺)

&

745

%

H

*

"

反应蛋白)

7

F

%

H

* 血红蛋白)

F

%

H

*

阳性组
(* &&)('b')&$ +)&'b$)(0 $+')&0b**)'. '*)%'b&%)$( 1')$(b$&)%'

阴性组
&*+ +)1%b$)*0 +)+*b$)0* ''()+(b+$)%( 0)$'b&)01 &$+)'.b$().*

6 &)*.' &)0&( &).+1 $)'&* $)&+(

! %)%*. %)%.+ %)%&* %)%$& %)%''

/)/

!

患者随访期间心血管事件及死亡情况比较
!

阳

性组随访
&

年期间心血管事件总发生率显著高于阴

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0

"

!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心血管事件及死亡

!!!

情况比较'

*

#

T

$(

组别
*

心血管事件

心肌梗死 心力衰竭 心绞痛 总发生率

阳性组
(* $

)

()'.

*

&(

)

'%)('

*

&&

)

$')1&

*

$0

)

+)0%

*

阴性组
&*+ &

)

%)*%

*

(

)

$)'+

*

'

)

&)01

*

+

)

()0*

*

'

!

讨
!!

论

!!

糖尿病在我国发病率较高"对患者造成伤害较

大"且目前对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尚未有完全明确的定

论"临床对糖尿病患者关注度极高#糖尿病患者常并

发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心肌病等心血管疾病"发

病率高"对患者身体造成较大伤害#临床研究表明糖

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是由于患者冠状动脉和微血管

病变程度严重导致"机体内心肌供血不足"而心肌细

胞对缺氧$缺血等耐受能力较弱"耐受能力下降的同

时容易导致患者发生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源性猝

死等疾病'

0

(

#心肌损伤对糖尿病患者危害较大"寻找

特异性和敏感性较高的心肌损伤标志物对降低糖尿

病患者病死率"提高预后效果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心肌肌钙蛋白是只存在于机体心肌细胞中的物质"当

机体心肌发生损伤时"患者心肌肌钙蛋白水平上升明

显"且较常规采用的肌酸激酶同工酶具有更高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当患者机体产生少量心肌细胞坏死时心

肌肌钙蛋白即刻产生变化"能够及时反映机体心肌损

伤情况'

+-1

(

#本研究将糖尿病患者按照心肌肌钙蛋白

阳性或者阴性进行分组"对比研究血清心肌肌钙蛋白

对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为临床上出现心肌

损伤的糖尿病患者进行早期判断"及时治疗"从而进

一步降低糖尿病患者由于心血管疾病导致的病死率#

两组患者随机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阳性组果糖胺$血红蛋白

水平明显低于阴性组"

"

反应蛋白水平则高于阴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可能原因是血糖

控制不稳定能够增加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糖尿病患者病程延长时机体内糖化血红蛋白情况难

以控制"同时并发症和低血糖情况的发生会导致患者

炎性反应的发生"同时血糖波动能够进一步激化机体

内氧化应激反应"增加患者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程

度"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概率"导致患者血清
"

反应

蛋白水平升高明显'

&%

(

#阳性组随访
&

年期间心血管

事件总发生率显著高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可能原因是心肌肌钙蛋白能够直接反映

糖尿病患者心肌损伤程度"心肌肌钙蛋白升高能增加

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本研究结果与多

项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具有参考意义"但本研究存在

一定不足"如选取例数不足所导致的样本数据具有一

定的片面性"需要在往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

(

#

综上所述"心肌肌钙蛋白水平较高的糖尿病患者

"

反应蛋白水平较高"同时血清果糖胺和血红蛋白水

平较低"临床上应该对糖尿病患者血清肌钙蛋白进行

密切关注"对患者发生的心血管疾病进行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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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检测抗核抗体特定靶抗原&抗体的临床研究

周丽芳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江南协和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对自身免疫性疾病"

/#V

%的诊疗!分析化学发光法"

"H#/

%检测抗核抗

体"

/J/

%特定靶抗原#抗体应用价值&方法
!

随机从
$%&*

年
*

月至
$%&0

年
*

月该院收集的标本中选取
(%.

份作为实验对象!所有标本均分别采用
"H#/

和免疫荧光法"

##U

%进行抗核糖核蛋白抗体"

KJK

%'抗史密斯抗体

"

!7

%'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

抗体"

!!/

%'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

抗体"

!!@

%'抗双链
VJ/

抗体"

BIVJ/

%'抗核小

体抗体"

J69

%和抗核糖体
K

蛋白抗体"

,:L-K

%检测!对比两种检测方法在抗体检出率'检测特异性及检测符合率

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

两种检测方法在
/J/

特定靶抗原#抗体检测中抗体检出率和特异性相当$而且两种方

法检测过程中在抗
,JK

'

!!/

'

!!@

等抗体检测中一致性良好!抗
!7

'

BIVJ/

'

J69

'

,:L-K

等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具有高度特异性的抗体一致性表现一般&结论
!

"H#/

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其抗体检出率和特异性与

##U

相当!且在检测抗
,JK

'

!!/

'

!!@

等抗体过程中一致性良好&

关键词"化学发光法$

!

抗核抗体$

!

免疫荧光法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抗核抗体)

/J/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V

*诊断

中经常用到"其是以真核细胞的各部位成分作为靶抗

原的自身抗体的总称"其在
/#V

如系统性红斑狼疮$

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中广泛存在"已作为临床

诊断
/#V

的重要参考标志物"因此临床十分重视对

/J/

的检测并将其作为
/#V

筛查的首选'

&-$

(

#目前

临床检测
/J/

的方法很多"包括间接免疫荧光法

)

##U

*$化学发光法)

"H#/

*$线性
##U

等"其中以间接

##U

最为常用"也是公认的检测
/J/

的金标准"但是

其在判断
/J/

滴度时只能依靠观察荧光强度来进

行"而且无法准确地进行定量分析"容易受到主观因

素的影响"不利于临床对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

'-(

(

#

但近年来随着化学发光免疫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临床

开始通过
"H#/

检测
/J/

特定靶抗原%抗体"极大地

促进了自身抗体检测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

(

#为了更

好地指导临床对
/#V

的诊疗"本院随机从
$%&*

年
*

月至
$%&0

年
*

月选取的
(%.

份血清标本分别采用

"H#/

和
##U

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收集的
(%.

例标本作为研究对象+入组标本的疾病

诊断均参考国际相关学会最新拟订的诊疗标准+所有

标本采集后都要在最短时间内离心并储存于低温环

境已以备检测#采集标本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b*).

*岁+疾病!干燥

综合征
&%%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

例"类风湿性关

节炎
$.

例#入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患者抽取空腹静脉血
(7H

"于
'0

a

孵育至血液凝集完全"以
'.%%>

%

7:E

离心
.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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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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