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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F6%C

#和内皮素"

T"

#水平与冠心病"

M]X

#的关系%方法
!

选取于该

中心门诊就诊的
%5'

例患者和
3#

例体检者!根据血糖水平和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3#

例#$糖

尿病"

XQ

#组"

3)

例#$冠心病"

M]X

#组"

$$

例#$

XQ1M]X

组"

)&

例#%比较
#

组
]F6%C

及
T"

水平!探讨

]F6%C

$

T"

水平与
M]X

的相关性%结果
!

XQ1M]X

组
]F6%C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XQ

组和
M]X

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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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Q1M]X

组的
T"

水平明显高于
XQ

组$

M]X

组$对照组!

XQ

组$

M]X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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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回归分析发现!

T"

水平升高是
M]X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MOc5()P

!

!

%

&(&$

#!而
]F6%C

水平与
M]X

发病并无明显相关性"

!

$

&(&$

#%结论
!

T"

水平升高是
M]X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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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

M]X

%是临床上常见的循环系统病变之

一#在我国致残率及致死率较高'

M]X

的预后与机

体血糖水平及糖代谢状态密不可分)

%7'

*

'研究表明#

糖尿病$

XQ

%患者动脉粥样硬化进展迅速#发生
M]X

的风险显著高于非糖尿病患者#且出现致死性冠脉事件

的概率也相对增加)

3

*

'糖化血红蛋白$

]F6%C

%是人体

血液中红细胞内与葡萄糖结合了的血红蛋白#可反映

XQ

患者取血前
5

!

P

周的血糖控制情况)

#

*

'内皮素

$

T"

%是调节心血管功能的主要因子#为强效血管收缩

肽#可有效维持基础血管的张力)

$75

*

'本研究探讨了

]F6%C

及
T"

水平与
M]X

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中心门诊患者
%5'

例#其中男
P$

例#女
))

例&年龄

3/

!

)P

岁&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及血糖测定结果将

所有研究对象分为
M]X

组(

XQ

组和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组$

XQ1M]X

组%'详细记录患者体质量指数

$

UQV

%(吸烟史(高血压史#以及空腹血糖$

!O[

%(餐

后
'>

血糖$

'>O[

%水平'

M]X

的诊断根据
%//)

年

L]W

制定的诊断标准)

)

*

!将患者临床不适症状(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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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P

月第
%5

卷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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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等与心电图及心肌酶学检查结果相结合#初步诊

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稳定型心绞痛#后择期经
\ED7

d@9H

法行冠状动脉造影确诊#至少有
%

支冠状动脉狭

窄
$

$&0

者即诊断为
M]X

'

XQ

诊断参考
L]W

%///

年制定的
XQ

诊断标准!$

%

%无典型症状#

!O[

测试
&

)(&++,-

"

.

或
'>O[

&

%%(%++,-

"

.

#重复

测试仍为以上结果&$

'

%有典型症状#

!O[

&

)(&

++,-

"

.

或
'>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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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典型症状#

仅
!O[

&

)(&++,-

"

.

或
'>O[

&

%%(%++,-

"

.

#并

且糖耐量试验
'>

血糖
&

%%(%++,-

"

.

'排除标准!

同时合并肝胆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或其他出血性

疾病和严重心力衰竭$纽约心功能分级
$!-

级%(肝

肾衰竭及急性感染性疾病者'选择同期本中心的体

检者
3#

例纳入对照组'

#

组的一般资料比较#见

表
%

'

表
%

!!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KZ:

#岁% 男"女$

(

"

(

% 高血压"非高血压$

(

"

(

% 吸烟"不吸烟$

(

"

(

%

UQV

$

KZ:

#

d

I

"

+

'

%

对照组
3# 5%(P'Z)(P# %P

"

%5 '5

"

P '&

"

%# '5(5$Z'(#3

XQ

组
3) 5%(##ZP($% '%

"

%5 3&

"

) %)

"

'& '$(5)Z#('%

M]X

组
$$ 5'(3$Z)($P '5

"

'/ #'

"

%3 '$

"

3& '$(P/Z3(P'

XQ1M]X

组
)& 5'(3)Z/($% 3P

"

3' $$

"

%$ 3'

"

3P '5(%'Z3()5

$(/

!

方法
!

叮嘱所有研究对象抽血前
%D

晚餐正常

饮食#之后禁食
%'>

#于清晨
5

!

&&K)

!

&&

平卧位休息

至少
3& +@9

后取
$ +.

肘静脉血并分离血清'

]F6%C

测定采用拜尔公司
XM'&&&

测定仪#试剂盒购

自优尼乐公司'

T"

水平测定则采用放射免疫分

析法'

$('

!

观察指标
!

对
#

组患者的
]F6%C

(

T"

水平进

行比较'将
#

组患者根据是否罹患
M]X

合并为两

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的方法#筛选
M]X

的危

险因素'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OYY''(&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KZ:

表示#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YŜ 7

L

法&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M]X

的危险因

素分析行
.,

I

@H=@C

回归'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
]F6%C

(

T"

水平比较
!

对照组
]F6%C

水平

与
M]X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显

著低于
XQ

组和
XQ1M]X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

XQ1M]X

组
]F6%C

水平高于
XQ

组(

M]X

组'

T"

水平组间对比!对照组低于
XQ

组(

M]X

组(

XQ1M]X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XQ

组(

M]X

组与
XQ1M]X

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而
XQ

组与
M]X

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M]X

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

将
#

组患

者根 据 是 否 罹 患
M]X

合 并 为 两 组#对 比 两 组

]F6%C

(

T"

水平以及年龄(性别(高血压史(吸烟史(

UQV

'结果显示#

]F6%C

(

T"

为
M]X

的危险因素

$

!

%

&(&$

%'见表
3

'

/('

!

M]X

危险因素的
.,

I

@H=@C

回归结果
!

设定

]F6%C

(

T"

(年龄(性别(高血压史(吸烟史(

UQV

为自

变量#是否患有
M]X

为应变量#采用非条件
.,

I

@H=@C

回归对
M]X

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
T"

水平是影响
M]X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

见表
#

'

表
'

!!

#

组
]F6%C

&

T"

水平比较#

KZ:

%

组别
( ]F6%C

$

0

%

T"

$

*

+,-

"

+.

%

对照组
3# $(/3Z%(&' 'P(/3Z5(P#

(

XQ

组
3) P('$Z%(3'

"(

$#(P'Z)(#3

"(

M]X

组
$$ 5('3Z%($#

(

#/(5%Z#('/

"(

XQ1M]X

组
)& P(5%Z%())

"

)5('3Z)($#

"

& %#3(5) 'P(5$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
XQ1M]X

组比较#

(

!

%

&(&$

表
3

!!

M]X

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
出现

M]X

$

(c%'$

%

未出现
M]X

$

(c)%

%

?

"

!

'

!

]F6%C

$

KZ:

#

0

%

)(P$Z%(P' 5(#)Z%($/ $(3# &(&&%

T"

$

KZ:

#

*

+,-

"

+.

%

5P(/%Z%&($% ##(&$Z%&(&P %5(%$ &(&&%

年龄$

KZ:

#岁%

5'(35Z%&(3# 5%()'Z/(P) &(#' &(5)3

性别$

(

%

&('$ &(5%$

!

男
5# 3/

!

女
5% 3'

UQV

$

KZ:

#

d

I

"

+

'

%

'$(/$Z3(/# '5(&$Z#('3 &(%) &(P5P

高血压$

(

%

&(&# &(P35

!

是
/) $5

!

否
'P %$

吸烟$

(

%

&()) &(3P&

!

是
$) 3)

!

否
5P 3#

+

'5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P

月第
%5

卷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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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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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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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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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M]X

危险因素的
.,

I

@H=@C

回归分析

变量
"

标准误
9%DB MO /$0I# !

]F6%C &('3 &(&%P #(#$ %('/ %(%/

!

%(#& &(&$P

T" %(/5 &(%'& %P(5) 5()P %(/P

!

'(%& &(&&/

性别
'(3P &($'3 $(3P '(5/ '(/&

!

3(%' &(&/P

年龄
&(/P &(#P/ 5('3 #($) '(&'

!

'(#5 &(&)5

UQV &()' &(3P3 P(5) $(3 '(#$

!

'(P) &(&)'

吸烟史
%(#) &(5'/ %&($# #('P '('3

!

'($P &(&)P

高血压史
%(P/ &(#'3 %'(/ 3(#5 3('&

!

3(5) &(&P/

'

!

讨
!!

论

!!

研究报道#

]F6%C

水平的高低变化与血糖水平呈

正相关#与患者抽血时间(是否空腹(是否使用胰岛素

等因素无关#因而该项指标常被用来判定
XQ

患者血

糖长期控制的效果)

P

*

'有研究表明#

]F6%C

水平增高

后#红细胞对氧的亲和力下降#组织细胞会出现缺氧#

血脂水平及血黏滞度也相对升高#而这是导致心血管

疾病的重要因素)

/

*

'

T"

是由日本学者从猪主动脉内

皮细胞中分离纯化出的一种活性多肽#属于内源性长

效血管收缩调节因子#可引发全身冠状动脉的剧烈收

缩#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

%&

*

'病理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时#血浆

T"

水平的增高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有关'当
T"

释

放达到一定水平时#将引起冠状动脉痉挛#进一步损

伤内皮细胞#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高水平的

T"

还可通过刺激平滑肌细胞增殖而促进动脉粥样硬

化的发生(发展)

%%7%'

*

'

本研究显示#

XQ1M]X

组
]F6%C

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

XQ

组和
M]X

组$

!

%

&(&$

%#但是对照组

与
M]X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XQ1M]X

组
T"

水平显著高于
XQ

组(

M]X

组(对

照组#

XQ

组(

M]X

组又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

通过
.,

I

@H=@C

回归分析发现#

]F6%C

水平与
M]X

发

病无明显关联性#而
T"

水平与
M]X

发病相关#这提

示
]F6%C

虽与血糖状态有一定相关性#但并非
M]X

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3

*

'

T"

是导致
M]X

发

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可能与高
T"

水平易引发冠状

动脉舒缩功能障碍#加快冠状动脉管壁重塑#促进血

小板活化及聚集等有关)

%#7%$

*

'

综上所述#

T"

水平升高是
M]X

发病的独立危险

因素#

]F6%C

和
M]X

发病无关#但仍需要增大样本

量进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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