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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骨钙素与胰岛素抵抗及胰岛功能的关系

张刘兵$

!彭爱平#

!郭广州$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

检验科#

#%

血透室!广东深圳
.$6&&&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骨钙素与胰岛素抵抗及胰岛功能的关系%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
'&

例被确诊为
#

型糖尿病的患者纳入观察组!以同期该院体检科体

检健康者
'&

例纳入对照组!检测
#

组研究对象体质量指数"

RQO

$&总胆固醇&三酰甘油&空腹血糖&

V

肽&骨钙

素&糖化血红蛋白&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的面积&

V

肽的抵抗指数!并进行比较%结果
!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RQO

&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V

肽的抵抗

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对照组
V

肽&骨钙素&

V

肽分泌指数和
V

肽曲线下的面积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

$%空腹血糖&

V

肽的抵抗指数&糖化血红蛋白与骨钙素呈显著负相关"

!

$

&%&.

$!

V

肽分泌指

数&

V

肽曲线下的面积和
V

肽水平与骨钙素呈显著正相关"

!

$

&%&.

$!而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与骨钙素无显著

相关"

!

%

&%&.

$%

V

肽&糖化血红蛋白&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的面积和
V

肽的抵抗指数为糖尿病骨钙素降

低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空腹血糖&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尚不能作为骨钙素降低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结论
!

#

型糖尿病患者的
V

肽及其衍生指标与骨钙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是影响骨钙素的独立危

险因素!但是骨钙素与血脂指标之间的关系尚不确切%

关键词"

#

型糖尿病#

!

骨钙素#

!

胰岛素抵抗

中图法分类号"

3.6(%$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6

$

&*"$00'"&-

!!

骨钙素是一种在临床上经常用来对患者的骨形

成做评价的指标'

$

(

#但是对于骨钙素*人体胰岛细胞

功能与胰岛素敏感性之间关联性的研究报道#在国内

外的文献中却比较少见)本研究对健康人群与糖尿

病人群的骨钙素水平进行了对比#并且对骨钙素与糖

尿病相关指标#如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体质量指

数$

RQO

&*三酰甘油*总胆固醇*胰岛功能
V

肽分泌指

数*

V

肽曲线下面积*

V

肽抵抗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进

行了分析#对人体骨骼在内分泌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

进行了探讨#并且分析了骨钙素和胰岛细胞的功能#

胰岛素的抵抗现象#血脂*血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

这些因素与糖尿病发展之间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内分泌科进行住院治疗的
'&

例被确诊为
#

型糖

尿病的患者纳入观察组#其中男
06

例#女
##

例#平均

$

06%.(Z(%6*

&岁)观察组纳入标准!$

$

&患者的
#

型

糖尿病诊断参照
`/^$***

年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

准'

#

(

%$

#

&女性患者还未到绝经期#男性患者的睾丸功

能未出现显著减退#均以性激素检查结果为准%$

0

&患

者的精神状态良好#可完成自主活动并配合完成研究

过程中的检查%$

-

&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

且签署知情同意书)观察组排除标准!$

$

&

$

型糖尿病

患者%$

#

&患者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
#

型糖尿病并

发症#如糖尿病足*心肌梗死*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

$

0

&患者有严重的脏器衰竭或者功能障碍%$

-

&患者在

近期出现了急性感染*甲状腺或甲状旁腺的功能亢

进#患者有恶性肿瘤的病史%$

.

&患者有酗酒和长期吸

烟的喜好#或者自身有严重的内分泌疾病%$

'

&患者在

半年内采用了维生素
+

*钙制剂*雌激素或者雌激素

等受体调节剂等对骨代谢会产生影响的药物%$

(

&患

者有精神系统疾病#无法提供病史或配合研究%$

6

&患

者对研究中所使用药物有过敏史)同期本院体检科

体检健康者
'&

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0

例#女
$(

+

'0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Q?

H

#&$6

!

W8C%$.

!

18%*



例#平均$

06%'-Z6%#.

&岁)

#

组研究对象性别比例*

年龄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后实施#

所有患者和家属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所有入组的研究对象都要进行以下项目

的测量!$

$

&

RQO

#安排专业人员对入组人员的身高和

体质量进行测量#由测量出的身高和体质量计算出每

个研究对象的
RQO

#

RQO

$

U

>

"

G

#

&

2

体质量"身高#

%

$

#

&空腹血糖*

V

肽*骨钙素*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

和三酰甘油检测#要求所有研究对象禁食至少
$#@

之

后#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
0

#

.GN

#采用氧化酶法对

空腹血糖进行测定#化学发光法对
V

肽和骨钙素进行

测定#高效色谱法对糖化血红蛋白进行测定#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对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进行测定%$

0

&计

算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的面积和
V

肽的抵抗指

数%公式如下#

V

肽分泌指数
2#'&gV

肽值"'

&%0-g

$空腹血糖
[0%'

&(#

V

肽曲线下的面积
2V

肽起始

值
g&%0.4V

肽
0&G)9

值
g&%-.4V

肽
'&G)9

值
g

&%'.4V

肽
$#&G)9

值
4V

肽
$6&G)9

数值
g&%-.

#

V

肽的抵抗指数
2#%.4

空腹血糖
gV

肽数值"$

#%*g

&%0-

&

'

0".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Z

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采用
N8

>

)<=)A

多因素

回归分析筛选独立的危险因素#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研究对象各项研究指标的比较
!

观察组与

对照组的
RQO

*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

&#但是空腹血糖*

V

肽*骨钙素*糖

化血红蛋白*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的面积*

V

肽

的抵抗指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

!

骨钙素与其他研究指标的相关分析
!

对骨钙素

与其他研究指标分别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空腹血糖*

V

肽的抵抗指数*糖化血红蛋白与骨钙素

呈显著负相关$

!

$

&%&.

&#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

的面积和
V

肽水平与骨钙素呈显著正相关$

!

$

&%&.

&#而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与骨钙素无显著相关

$

!

%

&%&.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各项研究指标的比较#

/ZD

$

组别
)

RQO

$

U

>

"

G

#

&

空腹血糖

$

GG8C

"

N

&

V

肽

$

9

>

"

GN

&

骨钙素

$

9

>

"

GN

&

糖化血红

蛋白$

Y

&

总胆固醇

$

GG8C

"

N

&

三酰甘油

$

GG8C

"

N

&

V

肽分泌

指数

V

肽曲线

下的面积

V

肽的

抵抗指数

对照组
'&#(%0-Z.%$# .%#-Z$%#- 0%#$Z&%-$ $6%'0Z.%0- .%$(Z&%6- -%6'Z$%.# $%.0Z&%#( #%(-Z&%0# $'%0(Z.%#$ $-%.0Z'%'$

观察组
'&#(%'6Z-%*. 6%(.Z$%0. #%$-Z&%.0 $0%.(Z-%6( *%'-Z$%$# .%$#Z$%#0 $%'-Z&%06 $%0(Z&%#- $#%0.Z-%.' #$%'6Z(%0-

!

#

"

A &%0(& $-%60# $#%0'* .%-#0 #-%(0# $%&0& $%6#6 #'%.0& -%-*( .%'&(

! &%($# &%&&$ &%&&$ &%&&$ &%&&$ &%0&. &%&(& &%&&$ &%&&$ &%&&$

表
#

!!

骨钙素与其他研究指标的相关分析

参数 空腹血糖
V

肽
糖化血红

蛋白
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

V

肽

分泌指数

V

肽

曲线下的面积

V

肽的

抵抗指数

" ['%0#- &%#'( [&%0.* [&%#$. [#%0'6 &%-.# &%0#( [&%'#*

! &%&&$ &%&#- &%&&$ &%#0$ &%$'# &%&## &%&0' &%&&$

表
0

!!

骨钙素与其他研究指标的
N8

>

)<=)A

多因素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回归系数
"

标准误
8(6@

!

#

! <I

$

*.Y7,

&

空腹血糖
0%$#. &%6#$ (%0'- &%&(' $&%0-*

$

-%&.-

#

(6%'0*

&

V

肽
0%(.* $%(*0 '%'&$ &%&$# -#%$0'

$

#%660

#

.'%6-$

&

糖化血红蛋白
(%0'6 *%60- .%'*# &%&&# $#%0.-

$

$%0*6

#

.'%06$

&

总胆固醇
0%#.- $%'06 -%0'# &%6(# $&%#'*

$

$%#$#

#

6'%0*0

&

三酰甘油
0%#(& $%'60 0%6.* &%(#- $.%0*#

$

#%'*6

#

.'%0*-

&

V

肽分泌指数
.%'*6 0%#'# 0%'*# &%&&$ $0%$$'

$

$%#0(

#

-'%#*(

&

V

肽曲线下的面积
-%--' #%0*( .%0*- &%&#& *%'.6

$

$%#-*

#

((%(.'

&

V

肽的抵抗指数
'%'0* #%'($ -%.60 &%&&0 $-%.'6

$

0%#.6

#

.6%*66

&

/%'

!

骨钙素与其他研究指标的
N8

>

)<=)A

多因素回归 分析
!

各研究指标赋值情况如下!

$2

骨钙素
%

$'

+

(0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Q?

H

#&$6

!

W8C%$.

!

18%*



9

>

"

GN

#

&2

骨钙素
(

$'9

>

"

GN

%

$2

空腹血糖
%

'

GG8C

"

N

#

&2

空腹血糖
(

' GG8C

"

N

%

$2V

肽
$

0

9

>

"

GN

#

&2V

肽
'

09

>

"

GN

%

$2

糖化血红蛋白
%

6Y

#

&2

糖化血红蛋白
(

6Y

%

$2

总胆固醇
%

.GG8C

"

N

#

&2

总胆固醇
(

.GG8C

"

N

%

$2

三酰甘油
%

$%'GG8C

"

N

#

&2

三酰甘油
(

$%'GG8C

"

N

%

$2V

肽分泌指数
$

#

#

&2V

肽分泌指数
'

#

%

$2V

肽曲线下的面积
$

$-

#

&2V

肽曲线下的面积
'

$-

%

$2V

肽的抵抗指数
%

$6

#

&2V

肽的抵抗指数
(

$6

)结果显示#

V

肽*糖化血红

蛋白*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的面积和
V

肽的抵

抗指数为骨钙素降低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空

腹血糖*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尚不能作为骨钙素降低

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见表
0

)

'

!

讨
!!

论

!!

骨钙素是由人体成骨细胞处在非增殖期的状态

下所合成分泌的一种非胶原性的骨质蛋白'

'

(

)生成

骨钙素的过程中#需要
#

种关键酶进行催化#即酪氨

酸磷酸酶和
'

谷氨酸羧化酶'

(

(

#由以上
#

种酶进行羧

化修饰反应后#钙离子与骨钙素的结合力显著增加#

这样就可以非常容易地与羟基磷灰石进行结合#形成

骨质#从而加速骨骼的生长'

6

(

#人体骨钙素也直接反

映了体内的成骨速度'

*

(

)在本研究的结果中#糖尿病

患者体内的骨钙素水平明显低于健康人体内的水平#

而在
N8

>

)<=)A

回归分析的结果中看到#糖化血红蛋白

和
V

肽分泌指数也是低水平骨钙素的独立危险因素#

导致这个结果的可能原因#推测为糖尿病患者体内大

多处于高离子渗透压的状态#而这种高渗透压所导致

的利尿作用和胰岛素在体内的缺乏#使人体的成骨细

胞数量减少#细胞的活性也会降低#最终导致骨质形

成的减少'

$&

(

)

在传统医学中#并不认为人体的骨骼在内分泌系

统中还有作用#但国外的最新报道已经证明#骨骼系

统本身拥有内分泌功能'

$$"$#

(

)有实验数据证明#如果

将大鼠的骨钙素合成基因去除#那么基因缺失大鼠的

血糖就会比健康大鼠的血糖升高#并且出现一系列类

似于人类糖尿病的指标变化#例如糖耐量不正常#胰

岛素的分泌量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大鼠也会

变得更加肥胖#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的量也会增

加'

$0

(

)导致以上大鼠实验结果的原因为骨钙素可以

使动物体内脂肪细胞所分泌的脂联素过度表达#脂联

素可以使动物体内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如果脂联

素过度表达#那么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反应对动物体

内的脂肪进行动员#即使给予大鼠高热量*高油脂的

饮食#大鼠仍然不会产生脂肪堆积的现象'

$-

(

)作为骨

骼系统所分泌的激素#骨钙素可以使大鼠胰岛素的分

泌加速#参与到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并且将胰岛素的

敏感性提升#起到减低血脂和血糖的作用)以这个实

验为蓝本#又有学者对野生型小鼠进行了骨钙素基因

的去除实验研究'

$.

(

#与大鼠实验得出了基本类似的结

果#在人体研究中#经过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

$'"$(

(

#其

结果也和动物实验几乎一致#这就更肯定了骨钙素在

人体代谢中的作用)

在以往进行的针对糖尿病胰岛素功能的相关研

究中#一般都是直接使用胰岛素功能指数和胰岛素抵

抗指数两个指标进行描述#但是在长期的研究中发

现#这两个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这两个指标

的计算公式中#都要利用到胰岛素的测定值#而胰岛

素在体内的测定#受到影响的因素比较多#例如糖尿

病患者体内的胰岛素抗体#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注入患

者体内的外源性胰岛素等'

$6

(

)在本研究中#主要选择

了
V

肽及其衍生指标作为描述胰岛素功能和胰岛素

抵抗的指标#因为
V

肽也是由人体的胰岛细胞所分泌

的因子#而且与胰岛素等量合成#肝脏也不会对其进

行灭活#而
V

肽的人体内半衰期比较长#关键是该指

标不会受到上文中所述的可能对胰岛素产生影响因

素的干预)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骨钙素与
V

肽*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的面积和
V

肽的抵抗指数均

显著相关#而且
V

肽*

V

肽分泌指数*

V

肽曲线下的面

积和
V

肽的抵抗指数也是骨钙素的独立危险因素)

在脂类代谢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并未发现骨

钙素与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这

个结论并未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统一#很多结果都得出

了相反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脂类代谢在动物和人#

以及不同的人种之间有着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

#

型糖尿病人群中的
V

肽及其衍生指

标与骨钙素存在相关关系#并且是影响骨钙素的独立

危险因素#但是骨钙素与血脂指标之间的关联还需进

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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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老年患者应用尼可地尔的治疗效果及其对

血浆脑钠肽水平的影响

刘志勇!张德杰!胡
!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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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对急性心肌梗死老年患者应用尼可地尔治疗的效果进行探讨!并分析其血浆脑钠肽"

R1S

$

水平的变化情况%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急性
,7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

,7MQO

$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6

例%对照组患者应用抗凝&

抗血小板等常规治疗措施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尼可地尔进行治疗%比较
#

组患者的治

疗效果!治疗前后的心功能指标&

R1S

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结果
!

经过相应的治疗之

后!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0%6Y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Y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患者

的左室射血分数&室壁运动积分指数及肌钙蛋白
O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

$

&%&.

$!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

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患者的血浆
R1S

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

$

&%&.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患者"

!

$

&%&.

$%结论
!

,7MQO

老年患者应用尼可地尔治疗能够获得良好的临床效果!明显改善患者的

心功能指标!降低血浆
R1S

水平!同时具有较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值得加以推广应用%

关键词"

,7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

尼可地尔#

!

心功能#

!

脑钠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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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为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心血管系统

疾病#主要由于多种原因致使冠脉硬化斑块破裂#同

时血小板大量聚积于其表面#形成血栓*血块#阻塞动

脉管腔#引起心肌缺血性坏死'

$"#

(

)其中急性
,7

段抬

高型心肌梗死$

,7MQO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典型的缺

血性胸痛$持续时间在
#&G)9

以上&#血清心肌坏死

标记物水平提高$伴随动态演变&#心电图结果显示出

典型的
,7

段抬高#主要好发于老年人群#具有预后

差*并发症多*病死率高等特点#并且其发病率在近些

年来呈现出升高的趋势#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群的生命

健康及安全'

0"-

(

)在
,7MQO

的治疗方面#临床上主要

采取冠脉介入治疗的方式以及时缓解冠脉梗阻状态#

改善患者的病情#但是该治疗手段的有效时间窗较为

短暂#多数患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而转而采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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