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分,头颅
N0

"

%R#

#两组患者每天记录
S#OKK

评分#有进展

的患者立即复查头颅
N0

"

%R#

,血常规,凝血指标及记录
S#O2

KK

评分#如有颅内出血立即停药#按脑出血处理+分别计算两

组中
S#OKK

评分增加的患者例数+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两组在用药过程中均无脑出血#均未出现如胃溃疡出血等

其他部位出血#无病情加重死亡患者+

6

组
S#OKK

评分增加

例数为
"+

例#占
"!'!)5

#

1

组
S#OKK

评分增加例数为
!

例#

占
!'&,5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
S#OKK

评分增加例数比较

组别
( S#OKK

评分增加例数 所占比例$

5

&

6

组
,( "+ "!'!)

1

组
,+ ! !'&,

'

!

讨
!!

论

急性脑梗死是在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和血管病变处内

膜暴露的基础上血小板附着,积聚以及释放更多的凝血因子#

血液中脂蛋白,胆固醇,纤维蛋白原等增加#使血液黏度升高#

血流速度缓慢#从而形成血栓)

4

*

%脑动脉供血区局部缺血引起

脑细胞的能量代谢障碍#导致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钙离子

过量内流#自由基产生一系列反应#最终导致神经细胞坏死,功

能障碍+脑梗死发生后出现中心坏死区和周围缺血半暗带区#

特别是半暗带区#这部分脑血流是可逆的#脑组织是可能恢复

功能的+进展性脑梗死其主要发生机制是血栓继续发展或形

成+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形成溃疡#血小板,血中其

他有形成分及纤维素黏附于受损动脉的粗糙内膜上#形成附壁

血栓#在血压下降,血流缓慢,血液黏度增加等情况影响下#血

栓逐渐增大#最后导致动脉管腔闭塞#而临床表现为神经功能

缺损症状及体征亦由轻到重#呈现进展性脑梗死+而其整个过

程中的关键因素即血小板的作用贯穿始终)

3

*

+奥扎格雷为高

效,选择性血栓素合成酶抑制剂#通过抑制血栓烷
6&

的产生

及促进前列环素
#

&

的生成#改善两者平衡失调#从而抑制血小

板聚集#阻滞血栓形成#促进血栓溶解+还能扩张大脑血管#抑

制大脑血管痉挛#增加大脑血流量#改善大脑内微循环障碍和

能量代谢异常#从而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增加缺血半暗带脑组

织的血液供应#使受损的脑组织供血,供氧充足#促进神经功能

恢复#减少病残率+阿司匹林作为目前预防及治疗血栓形成性

疾病的一种常规药物#与奥扎格雷联用可显著增加疗效#其二

者联用并不增加消化道出血及消化性溃疡的风险)

*

*

+本研究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奥扎格雷#增强了抗血小板的作用#

显著降低了脑梗死进展加重的比例#并未增加出血等并发症的

发生#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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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尿微量清蛋白"

A6=<

$&血清胱抑素
N

"

N

D

9N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的变化及意义%方法
!

应

用免疫比浊法对糖尿病无肾病组
3+

例&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3&

例&糖尿病明显肾病组
&!

例患者进行血清
N

D

9N

&尿

A6=<

'肌酐含量检测!并与
4(

例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
!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A6=<

'肌酐&血清
N

D

9N

含量分别

为"

"3)'&*b4*'3&

$

A

$

'

$

&"

&')!b(',)

$

A

$

'

J

!糖尿病明显肾病组分别为"

4,+'*+b+&')(

$

A

$

'

$

&"

*'&+b"'!3

$

A

$

'

J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b+'*4

$

A

$

'

$

&"

"'(4b('3)

$

A

$

'

J

及糖尿病无肾病组的"

")',(b)'4(

$

A

$

'

$

&

"

"'"3b('!)

$

A

$

'

J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尿中
A6=<

&血清
N

D

9N

含量在糖尿病肾功能早期损伤

中变化较明显%

"关键词#

!

糖尿病肾病#

!

尿微量清蛋白#

!

血清胱抑素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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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慢性病变转为常见的并发症#早期肾

损伤临床上常无症状#一般肾功能检查正常#此时病理改变大

多属可逆性+如能早期诊断并及时进行治疗#可阻断病情向不

可逆蛋白尿阶段发展#对提高患者今后的生存质量和减轻社会

医疗经济负担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通过对糖尿病肾病早期

尿微量清蛋白$

A6=<

&,血清胱抑素$

N

D

9N

&检测#探讨其在早期

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糖尿病患者
""*

例#其中男
*3

例#女
+"

例#年龄$

3)b)

&岁+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和分类

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新标准和全国糖尿病协作组的诊断标准确

诊为
&

型糖尿病+以上患者均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泌尿系统

病变及近期服用肾毒性药物史#按照美国糖尿病协会推荐在
4

!

+

个月重复
4

次检查尿
&3?A6=<

$

4(A

$

为糖尿病无肾病

-

+4(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J;<%8EN=>C

!

Q8@8A<8F&(""

!

.7=')

!

S7'&3



组#至少有
&

次
&3?A6=<

达到
4(

!

4((A

$

为糖尿病明显肾

病组#只有
"

次
&3?A6=<

达到
4(

!

4((A

$

为早期糖尿病肾

病组)

"

*

+健康对照组
4(

例#均为健康体检者#男
"+

例#女
"3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34

岁+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留取早晨第
"

次尿液
*AJ

#在
&?

内进行

A6=<

,肌酐$

NF

&测定

$'/'/

!

尿
A6=<

,血清
N

D

9N

测定
!

采用免疫比浊法#试剂盒

由北京九强公司提供#严格按说明书在德灵生化
RJ%6X

全

自动生化仪上测定#同时测定尿
NF

含量#结果以
A6=<

"

NF

表

示#单位为
A

$

"

$

+尿
NF

测定采用苦味酸速率法$试剂为西门

子公司提供的配套试剂&+

$''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数据采用
K/KK""'(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以
M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糖尿病无肾病组
A6=<

"

NF

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糖尿病明显肾病组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A6=<

"

NF

,血清
N

D

9N

明显偏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糖尿病明显肾病组

与糖尿病无肾病组比较#

A6=<

"

NF

,血清
N

D

9N

均明显增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患者
A6=<

+

NF

*血清
N

D

9N

及
NF

测定结果'

Mb?

(

组别
(

A6=<

"

NF

$

A

$

"

$

&

N

D

9N

$

A

$

"

J

&

NF

$

$

A7=

"

J

&

糖尿病无肾病组
3+ ")',(b)'4( "'"3b('!) )+')3b"3'"(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
3& "3)'&*b4*'3& &')!b(',) ""('**b3,'&(

糖尿病明显肾病组
&! 4,+'*+b+&')( *'&+b"'!3*,('+3b"3,'*!

健康对照组
4( "+',*b+'*4 "'(4b('3) )4'"*b""'!4

'

!

讨
!!

论

糖尿病肾病的防治在临床上日益受到重视#众多学者致力

于研究探索各种用于反映糖尿病不同肾损害阶段的敏感性,特

异性指标#以及
&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的标志物)

&

*

+以往采

用肾小球滤过率$

P̀R

&作为评价肾小球滤过功能的重要指标#

如菊酚清除率#虽然被认为是评价
P̀R

的金标准)

4

*

#但由于方

法繁琐而难以在临床上常规使用+本研究中
3&

例早期糖尿病

肾病组尿
A6=<

"

NF

明显高于糖尿病无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

$

('("

&#表明
A6=<

是诊断肾小球早期损伤的敏感指标#糖尿

病无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虽测定值偏高#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

N

D

9N

是一种低分子量蛋白质#它是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的超家庭成员之一#所有的有核细胞都能合成并稳定分泌#但

在近曲小管被重新吸收时完全降解#不会重新返回到血液中#

不受性别,年龄,饮食,炎症和体质量的影响)

3

*

#是一个比较理

想的内源性肾功能标记物#与
P̀R

有很好的相关性+它不仅

比检测
NF

能更早发现肾功能损害#还能较早判断肾功能的恢

复情况)

4

*

#而且基本不受干扰物质的影响#尤其是对早期肾损

害的监测+

根据本研究结果及文献报道#尿
A6=<

和血
N

D

9N

主要反

映肾小球早期损伤#建议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应定期进行尿

A6=<

和血
N

D

9N

检测#以便及时发现糖尿病肾病#尽早进行治

疗#阻断病情向不可逆蛋白尿阶段发展#提高糖尿病肾病的治

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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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浆血栓素
1&

"

0X1&

$和
+2

醛前列环素
P";

"

+2f2/̀ P";

$检测诊断尿毒症和肾病综合征

的意义%方法
!

用放射免疫法测定患者血浆
0X1&

和
+2f2/̀ P";

浓度%结果
!

尿毒症和肾病综合征时
0X1&

含

量分别为"

")*'&b3!',

$

C

$

'

J

和"

",+'&b*('"

$

C

$

'

J

!

+2f2/̀ P";

含量分别为"

"!*')b+3'&

$

C

$

'

J

和"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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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血浆
0X1&

和
+2f2/̀ P";

检测对协助尿毒症和肾病综合征的诊断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

!

血栓素
1&

#

!

+2

醛前列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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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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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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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放射免疫法测定患者血浆血栓素
1&

$

0X1&

&和
+2

醛前

列环素
P";

$

+2f2/̀ P";

&的浓度#探讨二者在尿毒症$

NRP

&和

肾病综合征$

SK

&患者血中含量的变化以及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肾病科住院患者
"(&

例#其中
NRP

患者

*3

例#男
&(

例#女
43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3&'"

岁%

SK

患

者
3)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3&

岁#平均
&)'&

岁+健

康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均为本院体检健康人员+

$'/

!

方法
!

空腹抽取静脉血
4AJ

#

3 V 4(((F

"

A>C

#离心

"(A>C

#抽取血浆
Y&(V

冷冻保存+应用放射免疫法进行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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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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