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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

/"MS

%患者血清游离脂肪酸"

GG-

%水平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方法
!

选

取
!%"

例
/"MS

患者作为
/"MS

组!依据糖化血红蛋白"

HB-!>

%水平分为控制良好和控制不良组!选取
&"

例健康

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各组的
HB-!>

'三酰甘油"

/N

%'空腹血糖"

G]Y

%'餐后
"7

血糖"

FF]Y

%'空腹胰岛素

"

GW[Y

%'空腹
GG-

及餐后
"7

游离脂肪酸"

"7GG-

%&以稳态模式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

HXS-.WO

%&结果
!

/"MS

组
HB-!>

'

/N

'

G]Y

'

FF]Y

'

GG-

'

"7GG-

及
HXS-.WO

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

H

$

%#%(

%&

/"MS

控制

不良组各指标均高于控制良好组"

H

$

%#%(

%&

GG-

'

"7GG-

与其他指标均呈明显正相关"

5

%

%#(

!

H

$

%#%!

%&结论

!

/"MS

患者体内
GG-

水平显著升高!与胰岛素抵抗存在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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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

细胞功能障碍是
"

型糖尿病

$

/"MS

&发生.发展中的
"

个关键因素#而其中脂代谢紊乱与

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密切相关*

!."

+

)研究发现脂代谢紊乱对细胞

具有毒性作用*

+

+

#会引起或者加重胰岛素抵抗*

'

+

)脂代谢紊乱

的典型表现是血中三酰甘油$

/N

&和游离脂肪酸$

GG-

&水平升

高*

'.(

+

)本研究通过测定
!%"

例
/"MS

患者血清
/N

.

GG-

及

糖脂代谢相关指标#以探讨胰岛素抵抗与血清
GG-

的相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门

诊.病房就诊的
/"MS

患者
!%"

例作为
/"MS

组#均符合

!***

年
RHX

糖尿病诊断标准#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病程
!

"

"%

年)依据
"%!+

年1实用内科学2第
!'

版

/糖尿病控制目标0将
/"MS

患者分为血糖控制不良组$

%i

+)

&与控制良好组$

%i&'

&

"

个亚组!血糖控制一般或良好者#

糖化血红蛋白$

HB-!>

&

'

$#(,

%血糖控制不良者#

HB-!>

%

$#(,

)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均无糖尿病.高血压病史及家

族史#亦无急.慢性感染疾病和肝肾功能障碍#无脂代谢紊乱)

各组研究对象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具

有可比性)

$#/

!

仪器与试剂
!

血清
/N

和血糖检测采用酶试剂法和葡萄

糖氧化酶法#采用
X4

C

D

3

@=-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购

自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GG-

测定采用酶法#检测仪

器为
X4

C

D

3

@=-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购自上海申能

德赛诊断公司%胰岛素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应用
>0B:=1&%!

免疫分析系统及其配套试剂%

HB-!>

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仪器为
Sk."%%%F/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

$#'

!

方法
!

研究对象均隔夜禁食
)7

以上#晨起收集空腹静

脉血#以真空促凝管
+DV

分装#血液凝固后
+%%%5

"

D9<

离心

!%D9<

#分离血清用于
/N

.

GG-

.空腹血糖$

G]Y

&.空腹胰岛素

$

GW[Y

&.餐后
"7

血糖$

FF]Y

&和餐后
"7

游离脂肪酸$

"7GG-

&

检测%

\M/-.̂

"

抗凝管采集
"DV

全血用于检测
HB-!>

)严

格按照操作流程检测并做质控)其中#

G]Y

.

FF]Y

及
/N

检测

使用的质控品由
O-[MXI

公司提供%血清
GG-

.

"7G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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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Y

和
HB-!>

检测使用的质控品为厂家配套)用稳态模型

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

HXS-.WO

&#

HXS-.WOi

$

GW[Yg

G]Y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Y!)#%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用
Gh?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采用
F1:5=0<

相关

分析评价变量间的相关性)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控制良好组和

控制不良组各项指标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控制不良组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控制良好组#差异也有

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

!

/"MS

组与健康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Gh?

'

组别
% HB-!>

$

,

&

/N

$

DD04

"

V

&

G]Y

$

DD04

"

V

&

FF]Y

$

DD04

"

V

&

HXS-.WO

控制不良组
+) *#$!h%#*"

",

"#()h%#)$

",

!%#("h+#!"

",

!"#&%h'#"%

",

'#('h!#")

",

控制良好组
&' &#*$h%#)+

"

"#%+h%#&%

"

$#"%h!#%"

"

*#'"h!#+%

"

+#"%h!#%+

"

健康对照组
&" '#&)h%#(& !#''h%#$% (#%'h%#&$ (#&&h!#%" "#+%h%#"!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H

$

%#%!

%与控制良好组比较#

,

H

$

%#%(

)

/#/

!

各组
GG-

.

"7GG-

水平比较
!

控制良好组与控制不良组

GG-

及
"7GG-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

&#控制不良组
GG-

.

"7GG-

均高于控制良好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

!

GG-

.

"7GG-

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GG-

.

"7GG-

与
HB-!>

.

/N

.

G]Y

.

FF]Y

及
HXS-.WO

均呈正相关$

5

%

%#(

#

H

$

%#%!

&#见表
+

)

表
"

!

两组
GG-

和
"7GG-

水平比较&

DD04

+

V

)

Gh?

'

组别
% GG- "7GG-

控制不良组
+)

%#$"h%#!&

"",

%#'%h%#!+

"",

控制良好组
&'

%#+)h%#!"

"

%#""h%#!%

"

健康对照组
&" %#""h%#%* %#!"h%#%(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H

$

%#%(

#

""

H

$

%#%!

%与控制良好组比

较#

,

H

$

%#%(

)

表
+

!

GG-

与
"7GG-

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HB-!>

5 H

/N

5 H

G]Y

5 H

FF]Y

5 H

HXS-.WO

5 H

GG- %#)$*

$

%#%! %#$&)

$

%#%! %#)*'

$

%#%! %#$)(

$

%#%! %#*!)

$

%#%!

"7GG-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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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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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一种能够降低血糖的内分泌激素#健

康人体内胰岛素的合成和释放受到血糖浓度影响#但通常维持

在一个较稳定的范围%但在糖尿病患者体内#正常剂量的胰岛

素不能起到降糖功能#这种状态称为胰岛素抵抗)表现为胰岛

素促进葡萄糖摄取和利用的效率下降#因此机体代偿性地分泌

过多胰岛素以维持血糖的稳定)本次研究发现
/"MS

患者

GW[Y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HXS-.WO

水平显著升高#证

明
/"MS

患者普遍存在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不仅是
/"MS

的特征#而且是
/"MS

发生的

启动因素)目前脂代谢紊乱被认为是胰岛素抵抗最重要的诱

因之一)

/"MS

患者脂代谢紊乱的主要表现是高三酰甘油血

症和血清
GG-

水平升高*

&.$

+

)血清
/N

是为机体提供能量的

重要物质#

/N

在脂肪细胞内的脂酶的作用下分解成甘油和

GG-

#

GG-

是体内重要的能量来源)有研究发现
/N

升高是

/"MS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

#高水平的
/N

可以从两方面影

响加重胰岛素抵抗!一方面与葡萄糖竞争进入细胞#减少葡萄

糖的氧化利用*

*

+

%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过多的
GG-

#从而沉积在

非脂肪组织#干扰胰岛素的信号传递*

!%

+

)而
GG-

对胰岛细胞

有双重作用#一般在生理条件下#

GG-

可以在葡萄糖协助下#

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并为胰岛细胞供能%但是当机体长期处于

高
GG-

水平时#胰岛素的分泌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

+

)动

物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

+

)因此#

/N

和
GG-

是重要的致胰

岛素抵抗物质#监测
/"MS

患者的
/N

和
GG-

水平对于了解

胰岛素抵抗程度很有价值)

本研究发现#

/"MS

患者血清中
/N

和
GG-

水平显著升

高#不仅空腹
GG-

升高#

"7GG-

亦显著升高#说明
/"MS

患者

体内普遍存在脂代谢紊乱)控制不良组较控制良好组
/N

和

GG-

均明显升高#而且随着
/N

和
GG-

水平增加
HXS-.WO

也增加#提示
/"MS

患者胰岛素抵抗的严重程度与脂代谢紊

乱水平密切相关#伴随脂代谢紊乱的加重#胰岛素抵抗程度益

发明显)通过分析各指标与
GG-

.

"7GG-

的相关性发现#

/"MS

患者中#

G]Y

.

FF]Y

与血清
GG-

.

"7GG-

呈正相关#提

示
GG-

升高妨碍糖的氧化利用#进而促使胰岛
)

细胞最大限

度合成胰岛素#长此以往造成胰岛
)

细胞损伤#更加重了

/"MS

患者胰岛素抵抗)血清
/N

也与
GG-

水平呈正相关#

二者相互影响维持了
/"MS

患者血清的高脂状态#使胰岛素

抵抗效应难以消除)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
GG-

升高在胰岛素抵抗和

/"MS

的发生及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
GG-

血清水平

的高低直接反映胰岛素抵抗程度和
/"MS

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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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毒性作用#加速血液单核细胞进入内膜使细胞损伤加剧)血

浆
02.VMV

水平升高可增加动脉壁基质表达#促进动脉粥样硬

化发生%

02.VMV

还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灭活一氧化氮的作用使

内皮细胞功能调节异常*

$

+

)但
02.VMV

在慢性肾病中的研究

还较少#对其在慢性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尚未清楚)

WV.&

.

WV.)

和
WV.!%

等炎性细胞因子主要由单核或巨噬细

胞产生#是参与机体炎性反应和一系列生理过程的重要因子)

刘从江等*

)

+研究表明#慢性肾病患者
WV.&

.

WV.)

.

WV.!%

.

WV.!)

的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其机制是由于肾组织内炎性

细胞浸润.多种细胞因子及氧自由基等共同作用从而引起肾组

织结构受损)范广忠等*

*

+研究也发现#

WV.&

.

WV.)

.

/[G.

-

等炎

性细胞因子在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表

明炎性细胞因子在慢性肾病的病理进程中有重要作用)本研

究选取
(%

例慢性肾病患者进行血清抗
02.VMV

抗体检测#并

根据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高滴度组和低滴度组#用定量
FZO

法检测患者多个炎性细胞因子的基因表达情况#结果提示抗

02.VMV

抗体滴度升高似乎在慢性肾病患者中是一种保护性因

素#可延缓炎性反应的发生)

:̀<

;

等*

!%

+研究也发现#血浆
02.

VMV

水平变化与白血病患者的多个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

达呈明显负相关)但根据本研究结果就下此结论为时过早#在

后续研究中将根据
02.VMV

血浆水平并结合炎性细胞因子水

平#监测患者病情进展及其对治疗效果和预后的影响#并根据

临床队列研究得出
02.VMV

与肾病进展的相关性#从而指导临

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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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7@4D:<NW#V9

3

98.9<8@>189<.

=@49<51=9=6:<>1

!

@<5:?1449<

;

671D1>7:<9=D

*

K

+

#V:<>16

#

"%!%

#

+$(

$

*$++

&!

""&$.""$$#

*

(

+

]081<N#XB1=96

C

#

9<=@49<51=9=6:<>1:<8A511A:66

C

:>98=

*

K

+

#Z@55X

3

9<\<80>59<04M9:B161=XB1=

#

"%!!

#

!)

$

"

&!

!+*.!'+#

*

&

+ 谢朝欢#何艳红
#

游离脂肪酸和超敏反应蛋白在
"

型糖尿

病中的应用*

K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

"'&(#

*

$

+ 唐琴
#

糖尿病人群中胰岛素和游离脂肪酸水平的相关性

研究*

K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

*

)

+ 张研#袁莉
#

不同类型血脂紊乱对
"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

抵抗和胰岛功能的影响*

K

+

#

中国医师杂志#

"%%(

#

$

$

$

&!

)*".)*(#

*

*

+

Y619<B15

;

NO

#

M

C

>aMK

#

Z:441=.\=>:<80<K

#

16:4#Z750<9>

41

3

69<:8D9<9=65:690<81>51:=1=A:66

C

:>98@

3

6:a1:<8A:66

C

:>9865:<=

3

05615=9<5:6=a1416:4D@=>41

*

K

+

#K]904Z71D

#

"%%"

#

"$$

$

!!

&!

))('.))&%#

*

!%

+

F15195:Y

#

F:5a\

#

S059`

#

16:4#GG-.9<8@>1871

3

:69>9<.

=@49<51=9=6:<>19<?9?09=D189:618B

C

F̂ Z8146:

#

[-MFH

0298:=1

#

:<80298:69?1=651==

*

K

+

#-DKF7

C

=904\<80>59<04

S16:B

#

"%!'

#

+%$

$

!

&!

\+'.'&#

*

!!

+

9̂DK̂

#

G944D051KK

#

Z71<`

#

16:4#/9==@1.=

3

1>9A9>0?15.

12

3

51==90<0A49

3

0

3

50619<49

3

:=1>:@=1=69==@1.=

3

1>9A9>9<.

=@49<51=9=6:<>1

*

K

+

#F50>[:64->:8Y>9

#

"%%!

#

*)

$

!+

&!

$("".$("$#

*

!"

+卜石#杨文英#王昕
#

脂毒性对大鼠胰岛细胞凋亡的作用

*

K

+

#

中华糖尿病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X>60B15"%!(

!

U04#!"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