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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探讨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终末期肾病的风险因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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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生肾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

血

清
0G

N

%

6-/?

水平与患者肾脏功能及预后密切相关"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

!

同型半胱氨酸&

!

白细胞介素
/?

&

!

肾脏功能

中图法分类号"

7''?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RB656789+4-,B+

?

D69A66-,65<=B4=4E

:

,96+-6

#

+-96576<X+-0?8-C56-87;<-E9+4-8-C

?

54

@

-4,+,+-

?

89+6-9,A+9BC+8D69+E-6

?

B54

?

89B

:

2E,-O/&

)

%

#

3+F(&

)

9(&

)

"

#

Q#E,26&

H

(%

(

'

%I56

7

%89:6&9/

;

#&968&%=J6C(>(&6

(

"I56

7

%89:6&9/

;

,6

7

.8/=/

)0

#

9.6F.(8C!6/

7

=6@A

3/A

7

(9%=/

;

J(%&

0

%&

)

"

N(>.1%&J6&9%=36%=9.<6&968

#

J(%&

0

%&

)

#

N(>.1%&?"%$$$

#

<.(&%

(

(IF.6B(8A956

7

%89:6&9/

;

#&968&%=J6C(>(&6

#

9.6)'&3/A

7

(9%=/

;

!"E

#

P%A.(

#

M(&

H

(%&

)

#''"$$

#

<.(&%

FD,958E9

!

"D

*

6E9+>6

!

*=@>A9<B@

C

:B9B19;9F:B@=><1@

I

L9BJ99>B19<9;DEF9A9F=H1=E=G

N

<B9@>9

$

0G

N

%

:>K

@>B9;F9DM@>/?

$

6-/?

%

@>

I

:B@9>B<J@B1K@:L9B9<:>KB19;9>:FHD>GB@=>:>K

I

;=

C

>=<@<=HB19

I

:B@9>B<8G69B4C,

!

5

B=B:F=H%%"G:<9<=HK@:L9B@G>9

I

1;=

I

:B1

N

:KE@BB9K@>B19*1@;K29=

I

F9f<0=<

I

@B:F=H4@:>

N

:>

C

H;=EU=A9E/

L9;"$%?B=U=A9EL9;"$%&J9;9<9F9GB9K:<B19;9<9:;G1=L

O

9GB8*19<9;DEF9A9F<=H0G

N

:>K6-?J9;9E9:</

D;9K@>:FF

I

:B@9>B<

#

:>KB19;9F:B@=><1@

I

L9BJ99>B19F9A9F<=H0G

N

:>K6-?:>KB19<B:

C

9<=HK@:L9B@G>9

I

1;=

I

/

:B1

N

J:<:>:F

N

R9K

(

-=

C

@<B@G;9

C

;9<<@=>:>:F

N

<@<J:<D<9KB=@>A9<B@

C

:B9B19;@<MH:GB=;<=H9>K/<B:

C

9;9>:FK@</

9:<9@>

I

:B@9>B<J@B1K@:L9B@G>9

I

1;=

I

:B1

N

8H6,<79,

!

*19>DEL9;=H<B:

C

9

+

:>K

.I

:B@9>B<J@B11@

C

1F9A9F=H

0G

N

J:<%?:>K"$;9<

I

9GB@A9F

N

#

J1@G1J:<<@

C

>@H@G:>BF

N

1@

C

19;B1:>B1:B=HG=;;9<

I

=>K@>

C

F=JF9A9F

I

:B@9>B<8

*19>DEL9;=H<B:

C

9

+

:>K

.I

:B@9>B<J@B11@

C

1F9A9F=H6-/?J:<%?:>K"$;9<

I

9GB@A9F

N

#

J1@G1J:<1@

C

19;

B1:>B1:B=HG=;;9<

I

=>K@>

C

F=JF9A9F

I

:B@9>B<8*19F9A9F<=H0G

N

:>K6-/?J9;9

I

=<@B@A9F

N

G=;;9F:B9KJ@B1H:<B/

@>

C

LF==K

C

FDG=<9

#

@><DF@>;9<@<B:>G9@>K9Q

$

0345/67

%#

D;@>:;

NI

;=B9@>

#

G;9:B@>@>9

#

D;9:>@B;=

C

9>:>K<B:

C

9=H

K@:L9B@G>9

I

1;=

I

:B1

N

$

!

#

$8$!

%

80G

N

#

D;@>:;

N

E@G;=:FLDE@>

#

6-/?:>K0345/67J9;9@>K9

I

9>K9>B;@<MH:G/

B=;<H=;;9>:F@><DHH@G@9>G

N

834-E7<,+4-

!

]9;DEF9A9F<=H0G

N

:>K6-/?:;9GF=<9F

N

;9F:B9KB=;9>:FHD>GB@=>:>K

I

;=

C

>=<@<8

I6

:

A45C,

!

K@:L9B9<

(

!

1=E=G

N

<B9@>9

(

!

@>B9;F9DM@>/?

(

!

;9>:FHD>GB@=>

!!

糖尿病是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是一

组以血清葡萄糖持续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临床综

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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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可刺激血管内皮增生诱发血管狭

窄#导致微血管病变诱发脏器功能障碍#持续高血糖

刺激可导致多种脏器并发症#包括肾脏病变)视网膜

病变)心脏病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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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患者微血

管病变最常见的脏器累及#糖尿病肾病进展快)治疗

困难'早期积极预防糖尿病肾病有助于改善糖尿病

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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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证实#血清
6-/?

水平参与机体微炎症的进展#

与慢性肾脏病患者肾脏功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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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

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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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机体心血管风险事件密切相关'本

研究探讨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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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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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糖尿病肾病患者肾

脏功能及临床预后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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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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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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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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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并诊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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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肾

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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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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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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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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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年(平均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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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经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

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本研究中糖尿病肾病

的诊断参照中华内分泌与代谢分会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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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资料完整#能完

成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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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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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精神疾病或认知功能障

碍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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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肿瘤)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或内分泌

系统疾病等可能影响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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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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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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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哺乳期或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

%合并其

他可能导致肾脏功能损伤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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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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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测!抽取所

有研究对象外周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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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后取上清液#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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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

水平'

试剂盒购于美国
5LG:E

有限公司#具体操作参照试

剂盒说明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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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本研究中糖尿病

肾病的诊断参照 .中国
"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的诊

断标准#将糖尿病肾病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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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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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的独立

危险因素(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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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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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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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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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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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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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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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分期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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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低水平和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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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患者例数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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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明显高于对应低水平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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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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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例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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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明显高于

对应低水平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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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患者临床特点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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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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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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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患者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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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蛋白)肌酐)尿素氮)糖尿病肾病分期均有明显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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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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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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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分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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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一项目对应低水平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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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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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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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患者临床特点的相关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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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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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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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
$8'&#

#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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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5/67 X$8'%?

#

$8$! $8!"%

#

$8$!

尿蛋白
$8!%!

#

$8$! $8''&

#

$8$!

肌酐
$8'%&

#

$8$! $8?")

#

$8$!

尿素氮
$8?%"

#

$8$! $8!&"

#

$8$!

糖尿病肾病分期
$8!%&

#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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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分析
!

见表

(

'采用
-=

C

@<B@G

回归分析肾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

以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血压)尿微量清蛋白)糖化

血红蛋白)

0G

N

)

6-/?

)

0345/67

水平为单因素#以肾

功能不全发生为终点事件#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

0G

N

)尿微量清蛋白)

6-/?

)

0345/67

是发生肾功能

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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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危险因素分析

变量
"

N+ 3O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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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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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尿微量清蛋白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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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6-/? X$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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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0345/67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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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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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目前发病率最高的慢性病之一#糖尿病

在我国具有广泛的流行性#严重者可引起水)电解质)

酸碱平衡紊乱#诱发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等'糖

尿病以血糖持续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血清中持续高

血糖刺激可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引起血管内皮增

生*

&/)

+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最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提示机体存在严重的血

管并发症*

%$

+

'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给患者带来了严重

的负担#糖尿病肾病具有不可逆性#病程进展较快#病

情不容易控制'糖尿病肾病的诊断较为困难#需要肾

穿刺活检确诊'找到早期预测糖尿病肾病的指标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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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6-/?

是一种淋巴细胞分泌的重要细胞因子#与机

体炎性反应程度和细胞免疫活化程度密切相关#

6-/?

可以参与糖尿病患者足细胞的损伤进而促进肾脏损

伤*

%%

+

'

0G

N

是半胱氨酸)蛋氨酸代谢过程中的物质#

机体血清
0G

N

水平升高不仅可增强血管的炎性反应#

还可引起糖尿病患者微血管损伤*

%"/%!

+

'本研究首先

分析了
6-/?

和
0G

N

与糖尿病肾病分期的关系#结果

显示#随着临床分期的进展#血清
6-/?

和
0G

N

水平逐

渐升高#而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可见
6-/?

和
0G

N

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病情具有较好

的临床相关性'进一步对
6-/?

和
0G

N

水平与糖尿病

患者临床特点进行相关性分析提示#血清
6-/?

和
0G

N

水平与患者空腹血糖)

0345/67

)肌酐)尿素氮)尿蛋

白)糖尿病肾病分期均有明显相关性$

!

#

$8$!

%#表明

检测血清
6-/?

和
0G

N

水平可较好地预测糖尿病肾病

的病情分级'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

C

@<B@G

分析探讨糖尿病患

者发生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因素#结果证实#血清
6-/?

)

0G

N

)

0345/67

水平均是患者发生肾功能不全的独

立危险因素#表明血清中炎症状态参与了糖尿病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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