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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初诊
.

型糖尿病胰岛素强化治疗前后血糖糖化血

红蛋白的观察

黄爱芳"江苏省宜兴市张渚人民医院检验科
!

."2.)"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初诊
.

型糖尿病"

+.YS

#患者注射胰岛素后血糖"

(Je

#&餐后
.@

血糖"

.@&e

#&糖化

血红蛋白"

%K3"F

#前后变化观察治疗效果$方法
!

对
)!

例患者进行胰岛素皮下注射!同时监测血糖调节胰岛素用

量$

)

周后分别测定
(Je

&

.@&e

&

%K3"F

&的含量$结果
!

)!

例
(Je

&

.@&e

&

%K3"F

&均得到控制$结论
!

初诊

+.YS

患者经个体化胰岛素强化治疗后!能快速降糖!解除高糖毒性!有助于恢复胰岛
J

细胞功能$

"关键词#

!

糖尿病'

!

胰岛素强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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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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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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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

Zg&YI

%和丹麦
I<94

754.

等大型临床试验的结果已证实#严格血糖控制可以显著

降低
.

型糖尿病$

+.YS

%患者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与进展#这使得血糖达标治疗成为一种共识)

"

*

+同时$

Zg&4

YI

%的研究中把血红蛋白$

%K3"F

%作为糖尿病控制的一个观

察指标+

.$$.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3Y3

%已将其作为监测糖尿

病控制的金标准+通过对
)!

例注射胰岛素后血糖$

(Je

%,餐

后
.@

血糖$

.@&e

%,

%K3"F

的临床变化观察初诊
+.YS

胰

岛素强化治疗的疗效+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诊治

的初发
+.YS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入选标准!$

"

%按照
"***

年
a%P

标准诊断为
+.YS

的

患者#病程小于或等于
"

个月($

.

%初发时
(Je

大于或等于

"$-$??5C

"

R

#

%K3"F

大于或等于
*0

#

.@&e

大于或等于
"1

??5C

"

R

+能够依从治疗方案和糖尿病饮食+排除
"

型糖尿病

患者,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继发性糖尿病,糖尿病急性并

发症及不能坚持胰岛素治疗和血糖监测,依从性差者+

$-/

!

方法
!

患者入选后即开始三餐前
)$?B7

皮下注射甘舒

霖
X

胰岛素注射液#并坚持饮食控制和适量运动#不加口服降

糖药物+每天监测
1

!

#

次血糖#根据血糖水平及时调整胰岛

素剂量#直到使
(Je

&

1-$??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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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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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治疗
"!8

#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

)

周后

(Je

,

.@&e

,

%K3"F

,均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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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I&II"$-$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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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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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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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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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胰岛素强化治疗
)

周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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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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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F

变化结

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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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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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强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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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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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 "2-2d.-$ "#-#d)-# ".-.d)-!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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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

]X

%#导致血

糖升高#持续高血糖既加重
]X

的程度#又抑制
&

细胞分泌功

能+糖尿病发病的主要机制是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

细胞功能

缺陷#而高血糖对
&

细胞的损伤作用是导致
&

细胞功能缺陷的

重要因素+近期一些研究显示#在糖尿病早期胰岛
&

细胞的功

能损害是可逆的#

&

细胞存在自我修复机制#外源胰岛素治疗

是保护和恢复胰岛
&

细胞的高效措施#可快速减轻胰岛
&

细胞

负担#得到更好的休息#而
&

细胞静息时对细胞毒素的防御功

能要比分泌胰岛素时强+同时可减少胰岛抗原的产生#减少细

胞自我修复机制被破坏的可能性+因此#良好的血糖控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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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
&

细胞的功能损伤#甚至可以使
&

细胞功能得到不同程度

的改善)

.

*

+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

Zg&YI

%的后续研究也显

示了最初强化血糖控制所带来的心血管益处+其原因在于糖

尿病早期存在.代谢记忆/#包括糖毒性,脂毒性等#如果早期改

善代谢控制#纠正上述毒性效应#则可能通过影响.代谢记忆/

而改变糖尿病并发症的自然病程)

)

*

+另有研究表明#

%K3"F

每下降
"0

#糖尿病相关的病死率降低
."0

(各种并发症中#脑

卒中和心肌梗死发生率分别下降
".0

和
"20

(白内障摘除术

下降
"*0

(微血管病变发生率下降
)/0

(一旦
%K3"F

超过

/0

#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就增加
!$0

以上)

24!

*

+王

静)

1

*研究发现开始胰岛素治疗越早#则
%K3"F

达标率越高#且

胰岛素用量较小+本院对
)!

例初诊
+.YS

胰岛素强化治疗
)

周后
(Je

,

.@&e

,

%K3"F

均得到有效控制+相比传统的阶梯

式疗法#早期强化使用胰岛素治疗能使初诊
+.YS

患者
&

细

胞功能更好地恢复并得到维持#获得更好的疗效+胰岛素治疗

在控制
(Je

,

.@&e

,

%K3"F

达标,预防并发症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也是目前最为有效的糖尿病治疗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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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茶碱与多索茶碱治疗中度哮喘
1$

例临床疗效观察

张
!

令"重庆市大渡口区第一人民医院内科
!

2$$$#2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氨茶碱与多索茶碱治疗中度支气管哮喘的疗效$方法
!

选取中度支气管哮喘患者
1$

例!

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静脉注射氨茶碱配合吸入复方异丙托溴胺和布地奈德!治疗组静脉注射多索茶碱配合吸入复

方异丙托溴胺和布地奈德!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前后的疗效$结果
!

注射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2-10

!观察组的总

有效率为
#.-)0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组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1-*0

!观察组的不良反

应为
.)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多索茶碱疗效优于氨茶碱!不良反应少于氨茶碱$

"关键词#

!

中度支气管哮喘'

!

氨茶碱'

!

多索茶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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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气道的炎性细胞和结构细胞和细

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随着环境污染加重#哮喘

患者逐年增加+因我国经济条件及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有限#使

部分患者未进行正规治疗#导致哮喘常常发作#甚至发展为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危及生命)

"

*

+治疗哮喘的药物可以分为控制

药物和缓解药物)

.

*

+茶碱为缓解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本文

对本院收治的
1$

例中度哮喘患者使用氨茶碱及多索茶碱临床

疗效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

的
1$

例中度支气管哮喘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分为观察组$静

脉注滴氨茶碱
)$

例%和治疗组$静脉滴注多索茶碱
)$

例%+其

中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
.#

例#年龄最大
!.

岁#最小年龄

"#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组制定0支气管

哮喘防治指南1中度持续哮喘标准+

$-/

!

方法
!

观察组
)$

例患者应用氨茶碱进行治疗#治疗组

)$

例患者应用多索茶碱进行治疗#以上两组均配合雾化吸入

复方异丙托溴胺
.-!?R

和布地奈德
.?R

#

.

次"天+对两组

患者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最大呼气

流量$

&W(

%改善情况进行对比$早晚各监测
"

次
&W(

%+

$-'

!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
!

监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治疗

效果#不良反应#

&W(

改善情况等各项指标+疗效评判标准!显

效#用药
"

周内#哮喘症状完全缓解#肺部哮鸣音消失(有效#疗

程内哮喘症状基本消失#肺部哮鸣音明显减少(无效#疗程内哮

喘症状无缓解#肺部哮鸣音无改善)

)

*

+不良反应!肌肉震颤,心

律失常,恶心+

&W(

改善情况!检测两组治疗前后的
&W(

指标+

$-1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I&II")-$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E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和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疗效比较
!

见表
"

+治疗组患者哮喘症状改善明显

优于观察组#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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