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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患者血清
C?#Pa(

&

.H

M

和
c8

水平及临床意义

代雨荣*

!闵长艳2

#

"

*7

湖北省荆门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27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北区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2

型糖尿合并急性脑卒中患者血清高敏
P

反应蛋白"

C?#Pa(

$&同型半胱氨酸"

.H

M

$和尿酸"

c8

$的表达

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3: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患者纳入观察
8

组!

3-

例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纳入观察
'

组!同期选取
33

例体检健康志愿者纳入对照组!检测并比较
,

组
C?#Pa(

&

.H

M

和
c8

表达水平%

结果
!

,

组血清
C?#Pa(

&

.H

M

&

c8

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且观察
'

组
,

项指标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

8

组
,

项指标水平明显高于观察
'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7+3

$%结论
!

血清
C?#Pa(

&

.H

M

&

c8

水平在
2

型糖尿病合并急

性脑卒中患者中急剧升高!有望成为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的血清学诊断指标%

关键词"急性脑卒中'

!

2

型糖尿病'

!

高敏
P

反应蛋白'

!

同型半胱氨酸'

!

尿酸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4)2#9:33

"

2+*)

$

*)#242,#+,

!!

急性脑卒中是由不同病因*病理改变及危险因素引起的一

组急性脑血管疾病#发病时常伴有明显的神经症状#严重者可

导致死亡(

*#2

)

'急性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及高病死

率的特点(

,

)

#导致其发病及预后的危险因素很多#其中高血糖

是最为常见的危险因素之一'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会

增加患者死亡风险#导致预后不良#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了

巨大的威胁(

:#4

)

'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治疗及预防
2

型糖尿病

合并急性脑卒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探讨
2

型

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患者血清高敏
P

反应蛋白$

C?#Pa(

%*

同型半胱氨酸$

.H

M

%和尿酸$

c8

%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旨

在为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的血清学诊断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收集
2+*3

年
,

月至
2+*4

年
,

月湖北省襄阳

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患者是否合并

脑卒中将其分为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组$观察
8

组%与

单纯
2

型糖尿病组$观察
'

组%'其中观察
8

组
3:

例患者#男

,2

例*女
22

例#年龄
:2

!

)-

岁*平均$

3*7,*Q:72)

%岁&观察
'

组
3-

例患者#男
:2

例*女
*4

例#年龄
:2

!

-*

岁*平均

$

3,7+:Q:74,

%岁'纳入标准!$

*

%

2

型糖尿病患者符合
*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合并急性脑卒中者同

时应符合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急性脑卒中诊

断标准#并经
TaY

或者
P"

确诊&$

2

%年龄
&

:+

岁#性别不限&

$

,

%了解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

*

%不符合

两种疾病诊断标准者&$

2

%年龄
$

:+

岁者&$

,

%伴有心*肝*肾疾

病及肿瘤等严重疾病者&$

:

%怀孕及哺乳期妇女&$

3

%伴有其他

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4

%近期服用抗炎*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等

药物者'同期选取
33

例体检结果正常的健康志愿者作为本研

究的对照组#其中男
29

例*女
24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

3274)Q,7-*

%岁'

,

组受试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3

%#具有可比性'

$7/

!

方法

$7/7$

!

标本采集
!

抽取
,

组受试者清晨空腹状态下肘静脉血

3FS

#

,3++%

"

F;<

低温离心
*+F;<

#分离血清于灭菌过的

(Pa

管中#

6-+g

保存待检'

$7/7/

!

检测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
C?#Pa(

水平#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H

M

检测采用荧

光偏振分析法#使用全自动分析仪进行检测&利用美国贝克曼

库尔特公司检测试剂盒#采用酶法对
c8

水平进行检测'所有

标本检测应尽快完成'

$7'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97+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IQ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L

检验#采用
S&

A

;?@;H

回

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以
"

$

+7+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

组受试者血清
C?#Pa(

*

.H

M

*

c8

表达水平比较
!

,

组

受试者血清
C?#Pa(

*

.H

M

*

c8

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7+3

%'其中观察
8

组*观察
'

组血清
C?#Pa(

*

.H

M

和

c8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观察
8

组血清中
C?#Pa(

*

.H

M

*

c8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观察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见表
*

'

表
*

!!

,

组受试者血清
C?#Pa(

&

.H

M

&

c8

!!!

表达水平比较#

IQF

%

组别
' C?#Pa(

$

F

A

"

S

%

.H

M

$

*

F&D

"

S

%

c8

$

*

F&D

"

S

%

对照组
33 *7+3Q+7,- *+7,)Q27)* 2)9742Q4273*

观察
'

组
3- ,7+*Q+72)

"

*:72,Q,7:)

"

,2*7*4Q*:-73,

"

观察
8

组
3: :74:Q+7),

"'

*9729Q:7*4

"'

,3)7,:Q*:-744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7+3

&与观察
'

组比较#

'

"

$

+7+3

/7/

!

多因素
S&

A

;?@;H

回归分析
!

利用
S&

A

;?@;H

回归分析#以是

否并发急性脑卒中为因变量
;

$是
5*

#否
5+

%#以
C?#Pa(

$

%

*

%*

.H

M

$

%

2

%*

c8

$

%

,

%表达水平为自变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血清
C?#Pa(

*

.H

M

*

c8

为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的独立

-

,24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9

月第
*:

卷第
*)

期
!

SB1T>IPD;<

!

O>

$

@>F1>%2+*)

!

U&D7*:

!

!&7*)



危险因素'见表
2

'

表
2

!!

S&

A

;?@;H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

2-CB

!

2

"

C?#Pa( +7::, ,74:) +7+++

.H

M

+723* :7249 +7+++

c8 +72*) *7*9) +7+,2

'

!

讨
!!

论

!!

急性脑卒中是指由于各种因素诱发的脑内动脉出现狭窄*

闭塞甚至是破裂而引起的急骤性脑血管循环障碍性疾病(

)#-

)

'

临床上急性脑卒中常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两类#

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又称为脑梗死#是各种因素导致机体脑动脉

血流中断#致使局部脑组织发生缺血缺氧性坏死#从而导致相

应神经功能缺损的一种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主要是以脑出

血*蛛网膜下腔出血为特点的脑卒中'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

年新发生脑卒中患者已达
*3+

万#现有脑卒中幸存者为
)++

万

左右(

9

)

'急性脑卒中发病急*病死率高*预后致残率高#已严重

危害了我国居民的生命健康#同时给社会及家庭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压力'

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及生活习惯的改变#

2

型糖尿

病的发生率逐年升高'

2

型糖尿病也称成人发病型糖尿病#

:+

岁之后发病率较高'

9+N

以上糖尿病患者为
2

型糖尿病患者'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高#高血糖会导致机体红细胞发生加速凝

聚#血流随之减慢#动脉血管弹性降低#血液黏稠#更容易造成

血管循环障碍导致血栓的形成#从而导致并发急性脑卒中'大

量研究表明#糖尿病是脑卒中尤其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独立的

危险因素之一(

*+#**

)

'急性脑卒中同时也是
2

型糖尿病患者致

残以及发生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做好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

脑卒中的早期诊断对临床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研究认为#在脑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并发形成机制中#

炎性反应发挥着巨大作用#选择适当的炎性检测指标对于疾病

的早期诊断及病情程度的评估都具有重要作用(

*2#*,

)

'

C?#Pa(

是血清中反映机体非特异性炎症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

C?#

Pa(

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及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炎症因子#并

且在脑卒中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促进炎症介质释放的

同时可增加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因子表达#促进血管发生炎性反

应(

*,

)

'

C?#Pa(

与急性脑卒中的相关性日益得到关注'

.H

M

是一种主要以二硫化合物形式存在的含硫氨基酸#常与血浆蛋

白结合形成二聚体'临床已有研究表明#高水平
.H

M

是发生

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

)

'

c8

是人体内嘌呤化合物

代谢的终产物#在其合成过程中常常伴有自由基的产生#是一

种炎性物质(

*3

)

'血清
c8

水平较高会导致血管壁局部产生炎

症#且
c8

在血管壁上产生结晶直接导致血管内膜损伤#因此

对脑卒中及糖尿病均为不利因素'

本研究选择以上
,

项指标进行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

中的研究#结果表明
,

组血清
C?#Pa(

*

.H

M

*

c8

表达水平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且观察
'

组
,

项指标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
8

组
,

项指标水平明显高于观察
'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7+3

%'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
C?#

Pa(

*

.H

M

*

c8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者#说明
C?#Pa(

*

.H

M

*

c8,

项指标水平升高与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2

型糖尿

病合并急性脑卒中患者血清中
C?#Pa(

*

.H

M

*

c8

水平明显高

于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说明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导致

患者机体
C?#Pa(

*

.H

M

*

c8,

项指标进一步的升高'

S&

A

;?@;H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血清
C?#Pa(

*

.H

M

*

c8

为
2

型糖尿病合并

急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推测血清
C?#Pa(

*

.H

M

*

c8

可作为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的血清学早期诊断

指标'

综上所述#血清
C?#Pa(

*

.H

M

*

c8

水平在
2

型糖尿病合并

急性脑卒中患者血清急剧升高#推测三者有望成为
2

型糖尿病

合并急性脑卒中的血清学诊断指标#为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

卒中的早期诊断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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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血浆
0"#*

水平的影响

李金萍*

!雷敏刚2

"

*7

四川省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

4*-+++

'

27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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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8abO

$新生儿血浆内皮素
#*

"

0"#*

$水平的影响%方法
!

选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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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至
2+*4

年
*

月四川省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诊断为新生儿
8abO

患儿共
2++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实施机械通气&抗感染及支持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两组患儿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3

天抽取动脉血和静脉血分别测量动脉氧分压"

(BL

2

$&肺泡
#

动脉氧分压

差"

(

8#B

bL

2

$&氧合分数"

(BL

2

#

/;L

2

$以及
0"#*

水平%结果
!

治疗第
3

天!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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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L

2

#

/;L

2

明显高于治疗前!而
(

8#B

bL

2

明

显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
(BL

2

&

(BL

2

#

/;L

2

明显高于对照组!

(

8#B

bL

2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7+3

$%在治疗

第
3

天!两组
0"#*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
0"#*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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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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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氨

溴索注射液能有效改善
8abO

患儿的氧合状况!降低其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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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关键词"盐酸氨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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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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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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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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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认为#血浆内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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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8abO

%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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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酸氨溴索可以促进肺

表面活性物质的分泌#改善通气功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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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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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采用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对
8abO

患儿进行治疗#

探讨其对氧交换指标及炎症标志物
0"#*

水平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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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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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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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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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四川省德阳

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诊断为新生儿
8abO

患儿共
2++

例#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观察组

男
3*

例#女
:9

例&胎龄
2)

!

,3

周#平均$

,*72Q:7*

%周&体质

量
)9+

!

24++

A

'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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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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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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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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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批准文号
.2+*3*2+:

%按
,+F

A

"$

]

A

-

I

%的剂量添加

至
*+FS

的
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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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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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使用血气分析仪$丹麦雷度
8'S))

%进行血气分析#记

录并比较两组患儿治疗第
3

天后的动脉氧分压$

(BL

2

%*肺泡
#

动脉氧分压差$

(

8#B

bL

2

%以及
(BL

2

"

/;L

2

(

4

)

'

$7'7/

!

0"#*

水平测定
!

所有研究对象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3

天抽取静脉血#自然凝固#离心后分离血清#测定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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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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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两组患儿心率*呼吸及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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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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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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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BL

2

$

F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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