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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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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糖尿病人群中胰岛素和游离脂肪酸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U

月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
#

型糖尿病患者及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人群!观察比较各人群各项生化指标%

结果
!

#

组人群生化特征比较!其中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餐后
#E

血糖&空腹血清胰岛素"

X+S.

$&三酰甘油&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游离脂肪酸"

XX/

$&胰岛素敏感指数"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糖尿病组中
X+S.

与

XX/

呈正相关"

;\'$;%U

!

R

%

'$'7

$!

+/+

与
XX/

呈负相关"

;\Y'$;76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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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组
X+S.

与
XX/

呈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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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糖尿病人群血清
XX/

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

+/+

下降!而健康人群血清

XX/

升高与胰岛素分泌增加有关%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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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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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代谢性疾病之一#患者多以高血糖为

主要特征,糖尿病发病与胰岛素分泌缺陷及胰岛素生物能力

损伤相关#患者往往伴心)眼)肾)神经)血管等系统的慢性损

伤#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

,目前#糖尿病实验室检测指标

有胰岛素检测及游离脂肪酸$

XX/

&检测#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

一种可降低血糖的激素#其表达水平及生物功能直接影响患者

的血糖水平%

XX/

是中性脂肪分解产物之一#此两种物质均是

糖尿病诊断参照物*

#

+

,本次研究中#为探讨糖尿病人群中胰岛

素和
XX/

水平的相关性#笔者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U

月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
#

型糖尿病$

=#a!

&患者及同

期门诊体检的健康人群进行比较#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U

月成都市第四

人民医院收治的
=#a!

患者及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人群#纳

入标准!$

"

&糖尿病患者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糖尿病诊断及分

类标准%$

#

&健康人群经血尿常规)生化全项)心电图)胰岛素释

放等检查未发现异常#无糖尿病和高血脂家族史%$

&

&研究对象

知情同意#能配合完成研究%$

6

&年龄
"U

"

;'

岁,排除标准!

$

"

&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内

分泌疾病%$

#

&肝肾功能障碍%$

&

&正在服用影响糖)脂代谢药物

者%$

6

&吸烟者,共入选
=#a!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6U

例#平均$

7"$6"h"'$&6

&岁%健康人群
#&6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7'$&;h""$6&

&岁,

#

组人群年龄和性别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具有可比性,

$$/

!

观察指标
!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血糖$

X2b

&和

餐后
#E

血糖$

#E42b

&#酶法测胆固醇$

=)

&)三酰甘油$

=b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a-4)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a-4

)

&#氧化酶法测定血清
XX/

#用放免法测空腹血清胰岛素

$

X+S.

&#胰岛素抵抗评估采用胰岛素敏感指数$

+/+

&

\"

"

$

X2b^X+S.

&#体 质 量 指 数 $

Z!+

&

\

体 质 量 $

N

,

&"*身

高$

3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检验

各变量正态分布情况#偏态分布变量取自然对数转化后分析#

相关性分析采用
2?BI@>9

相关,以
%

\'$'7

为检验水准#

R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人群生化特征比较
!

#

组人群生化特征比较#其中

Z!+

)

X2b

)

#E42b

)

X+S.

)

=b

)

0a-4)

)

XX/

)

+/+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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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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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人群各参数与
XX/

相关性分析
!

#

组人群生化参数

与
XX/

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组中
X+S.

与

XX/

呈正相关$

;\'$;%U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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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XX/

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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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生化参数与
XX/

无相关性#而健

康组仅
X+S.

与
XX/

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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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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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人群生化特征比较%

)h?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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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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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b

$

3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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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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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2b

$

33>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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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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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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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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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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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组
"#' #;$';h"'$7& <$U6h#$&" "7$&"h#$;' #$<#h'$%; 6$;Uh"$&%

B Y#$#7% Y#"$<6% Y&<$7%; Y"'$'%< Y'$<'&

R

%

'$'7

%

'$'7

%

'$'7

%

'$'7

$

'$'7

续表
"

!

#

组人群生化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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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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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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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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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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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

33>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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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健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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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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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自然对数值,

'

!

讨
!!

论

胰岛素是胰岛
Z

细胞受外源性或内源性刺激而生成的一

种蛋白质激素#该物质是已知的唯一一种可以降低血糖的激

素,正常情况下#人体胰岛素的合成受血液中葡萄糖浓度的影

响#血糖浓度越高#胰岛
Z

细胞内的胰岛素的表达水平越高#

合成的胰岛素量也越大*

&

+

,胰岛素生理作用主要表现为糖代

谢)脂代谢#在糖代谢中#胰岛素可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入及

利用量#促进糖原生成#抑制糖异生#降低人体血糖%在脂代谢

中#胰岛素可促进脂肪酸合成#加强脂肪贮存#降低脂肪分解

率*

6

+

,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比
#

组人群生化特征#糖尿病组

X+S.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组#提示糖尿病足患者伴明显高血糖

特征,

XX/

主要存在于人体脂肪内#可细分为胆固醇)磷脂

质)中性脂肪等,

XX/

是胰岛素合成的重要刺激物之一#但这

种刺激可随着时间及浓度的变化而变化#短期内的
XX/

高表

达可增加胰岛素合成量#但长期的
XX/

高表达则可能导致胰

岛细胞功能障碍*

7

+

,

XX/

是基础状态下胰岛素合成及葡萄糖

刺激下胰岛素合成的独立因素#分析其在细胞内的信号途径可

能为!$

"

&磷酸腺苷
4

蛋白激酶
4

丙二酰辅酶
/4

长链酰基辅酶
/

信号网络#关闭
T

]通道#降低三磷酸腺苷活性#并打开
)B

#]通

道#进而增强人体胰岛素合成量,$

#

&中长链脂肪酸与
Z

细胞

表面的
b

蛋白耦联受体相互结合#诱使细胞内
)B

#]内流增高#

葡萄糖刺激增加#并增强胰岛素合成*

;

+

,$

&

&通过葡萄糖反应

性
=b

"

XX/

途径#即葡萄糖刺激细胞内长链脂肪酰基
4

辅酶
/

$

-)4)>/

&酯化#同时介导酯化物分解#导致细胞内游离脂肪酸

不断更新#激活
-)4)>/

,高浓度的游离脂肪酸一方面可刺激

Z

细胞合成胰岛素#降低其储备能力#另一方面可抑制肌肉)脂

肪)肝脏等组织内葡萄糖利用率#生成胰岛素抵抗*

%

+

,如患者

高表达
XX/

作用时间延长或浓度进一步上升#患者可能出现

Z

细胞脂毒性#损伤
Z

细胞分泌功能,尤其是伴
XX/

高表达

的肥胖人群#如同时存在胰岛素抵抗及
Z

细胞刺激#患者极易

出现胰岛素分泌失代偿#最终发病糖调节异常或
=#a!

*

U

+

,

本次研究中#笔者发现糖尿病组
XX/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

组#提示患者可能存在糖尿病)糖原累积病)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肢端肥大症等症状,此外#

#

组患者
Z!+

)

X2b

)

#E42b

)

=b

)

0a-4)

)

+/+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而
Z!+

)

=b

)

0a-4)

等指标均是临床常用糖尿病诊断指标#这表明糖

尿病组患者伴明显糖尿病特征#可确诊,通过分析
#

组各参数

与
XX/

的相关性发现#糖尿病组中
X+S.

与
XX/

呈正相关#

+/+

与
XX/

呈负相关#原因可能与糖尿病足患者因长期高表

达
XX/

刺激而出现
Z

细胞胰岛素合成能力达极限情况#患者

胰岛素抵抗程度较高#并逐步发展为失代偿*

<

+

,

+/+

与
XX/

呈负相关可能为!患者血糖浓度低水平时#胰岛素合成速度无

明显变化%当血糖高表达时#血糖浓度改变可导致
)B

#]内流敏

感度#进而增强胰岛素合成*

"'

+

,健康组
X+S.

与
XX/

呈正相

关#这表明
XX/

是胰岛素合成的重要独立因素,

综上所述#

XX/

是胰岛素合成的重要独立因素,糖尿病

人群血清
XX/

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

+/+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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