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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不同个体唾液葡萄糖和血糖值的相关性及重复性!为制定血糖个性化监测化方案奠定基础&方法
!

选取

临床确诊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用自制
#

!

%

!

D!

三溴
!'!

羟基苯甲酸为显色底物!在
-?HI=K?!(">&

上测定不同个体餐前唾液葡萄糖

与血糖浓度!计算不同个体两者的关系数&结果
!

不同糖尿病患者唾液葡萄糖与血糖相关系数有较大差别!餐前相关系数平均为

&$1>

!餐后相关系数平均为
&$(@

!餐前相关系数
'

个月内的变异系数
5?

$

>A

&结论
!

糖尿病患者餐前唾液葡萄糖浓度与血糖

浓度相关系数较高!而且比较稳定!可用餐前唾液葡萄糖浓度替代血糖浓度!开展无创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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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葡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相关

程度一直备受争议#普遍研究认为糖尿患病者唾液葡萄糖与血

糖浓度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

)

#引起这种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

影响唾液葡萄糖含量的因素很多#群体间的相关性只能反应群

体血糖和唾液葡萄糖相关的大致情况#如果将此用于个体唾液

葡萄糖浓度与血糖浓度相关性监测的参数指标#其可靠性未得

到验证#难以准确地反映不同个体不同阶段的血糖水平*因此#

为了确定个体差异的影响#本研究首次分析并探讨了个体唾液

葡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的相关性#并通过连续观察一段时间个

体唾液葡萄糖和血糖浓度的变化求出相关系数#再进行长达数

月的跟踪监测以观察此相关系数是否稳定#为更好地以唾液葡

萄糖浓度值准确监测血糖浓度值奠定更加科学可靠的基础(

'

)

*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
'&

例糖

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确诊为
#

型糖尿病

$

B#*+

&#入院时血糖水平在
@$>

!

"D$%<<FJ

"

5

之间#平均血

糖为
"#$De#$"<<FJ

"

5

*其中男
"D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D

岁*病程
>

!

#&

年#其中
D

!

"&

年
"#

例#

""

!

">

年
1

例#

"D

!

#&

年
"&

例*

"

例患者伴发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或大

血管病变#所有患者未伴发其他免疫代谢性疾病且口腔环境良

好*患者住院治疗时间为
"&

!

"%O

#出院时患者血糖基本保持

稳定*从受检者中随机选取
"&

例$男
%

例#女
D

例&#均为

B#*+

#年龄
'%

!

DD

岁#平均
>(

岁*所有受检者未伴发有其他

免疫代谢性疾病且口腔条件良好%进行个体相关性的稳定性研

究*

B$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HI=K?!(">&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保

定长城临床试剂有限公司生产血糖应用型检测试剂盒$

ZV*!

272

法&#批号!

#&&D&'"&

*新色原
#

#

%

#

D!

三溴
!'!

羟基苯甲酸

$

B.-.7

&按
BM?:OGM

报道的方法合成(

%

)

*

&$"<FJ

"

5

柠檬酸

溶液*葡萄糖标准溶液
#&&<

;

"

5

*

B$C

!

方法

B$C$B

!

标本采集
!

血糖测定用静脉抽血法采集标本*唾液的

采集方法用酸刺激法#在静脉抽血后
#&<?:

左右采集唾液标

本*先用清水漱口
'

次#在舌背前部 滴 加 约
#&&

"

5

的

&$"<FJ

"

5

柠檬酸溶液#

"<?:

后再滴加
"

次*受试者自觉唾液

分泌开始增多时先尽量唾出所有液体#然后在舌下放一小团洁

净'灭菌'干燥的脱脂棉球#完全浸透唾液后取出#挤出唾液置

离心管内
'&&&M

"

<?:

离心
><?:

#取上清液上机检测*

B$C$C

!

受试对象于每日早餐前'后分别进行唾液葡萄糖浓度及

血糖浓度检测#连续监测
"

周#然后为每人计算出
"

周内餐前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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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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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葡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的相关系数和餐后二者的相关系数*

B$C$D

!

测定方法
!

血糖的测定按说明书要求在
-?HI=K?!(">&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完成*唾液葡萄糖测定的试剂是在酶试剂

中按
&$>A

$

d

"

/

&溶解
B.-.7

#于每次测定前配制*上机测定

的主要试验参数为!样品
#&

"

5

%试剂
#>&

"

5

%温度
'(C

%副波长

DD&:<

%主波长
>&>:<

%终点法测定第
>&

点的吸光度(

>

)

*

B$C$E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用百分率$

A

&及
Be;

表示*

两组间比较用样本均数
2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血糖与唾液葡萄糖间的相关性采用直线相关分析*所有

数据统计分析均运用
,2,,

统计软件处理*

C

!

结
!!

果

C$B

!

唾液葡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的相关系数
!

'&

例糖尿病

患者餐前唾液葡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的相关系数平均为
&$1D

#

餐后唾液葡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的相关系数平均为
&$(@

#结

果见图
"

*

图
"

!!

糖尿病患者唾液葡萄糖与血糖个体相关性

C$C

!

唾液葡萄糖与血糖浓度的动态变化
!

在上述
'&

例患者

中随机选取
"&

例患者#在其他实验条件'方法不变的情况下#

每人每天进行早餐前唾液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的检测及早餐

后唾液葡萄糖浓度与血糖浓度的检测#连续
'

个月跟踪监测*

将
"&

位受检者
'

个月连续监测的结果列表比较分析#观察个

体相关系数的稳定性#结果见表
#

*

表
#

!!

个体相关系数的稳定性

编号
餐前相关系数

@

月
"&

月
""

月
5?

餐后相关系数

@

月
"&

月
""

月
5?

" &$@' &$1@ &$1# >$1A &$(D &$(( &$(@ %$@A

# &$1( &$@" &$@& '$"A &$1% &$11 &$1& '$(A

' &$@" &$1@ &$@# #$DA &$(" &$1% &$(# "#$"A

% &$1@ &$1( &$1" D$#A &$D@ &$1% &$(D "%$"A

> &$1# &$1% &$1# #$(A &$DD &$>' &$(& 1$%A

D &$(> &$(@ &$(1 >$&A &$1" &$(@ &$(( >$@A

( &$@& &$@# &$1D %$1A &$D( &$D% &$D@ %$@A

1 &$(1 &$(D &$(( %$'A &$(" &$(@ &$1% @$>A

@ &$1@ &$1% &$1D '$DA &$1# &$1" &$(D %$DA

"& &$@" &$@% &$1@ '$#A &$1# &$1' &$1> '$#A

D

!

讨
!!

论

在以往唾液葡萄糖与血糖浓度的研究中(

D

)

#研究人员都是

就群体唾液葡萄糖与血糖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其结果不能代表

个体水平*需注意到唾液葡萄糖含量低#其浓度也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

(

)

#因此个体间的唾液葡

萄糖浓度值差异也是很大的*年龄'性别'病程'口腔环境'生

活饮食习惯都是影响唾液葡萄糖含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

究通过对单一个体唾液葡萄糖与血糖的相关性研究以探寻二

者的相关系数*

同时大量的文献报道#唾液葡萄糖浓度升高使牙齿及牙周

组织长期浸泡在一个较高糖浓度的环境中#牙龈组织易于肿胀

发炎#牙龈损伤不易愈合#高糖状态有利于细菌的滋生#可对牙

齿及牙周组织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等(

1

)

*个体差异是无法控

制与改变的#这也是笔者重点研究个体唾液葡萄糖浓度与血糖

浓度相关性的原因*

为评价个体间唾液葡萄糖浓度与血糖浓度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中笔者以
"

周为时间段#采用餐前'餐后血糖'唾液葡萄糖

连续检测的方法#连续监测
'

个月#并为每个个体分别统计出

了每周的餐前'餐后的相关系数*同时笔者也为这
'&

例患者

探寻了群体相关系数#餐前相关系数
1c&$1D

#餐后相关系数
1

c&$(@

*由表
#

可见#群体相关系数不代表不同糖尿病患者的

唾液葡萄糖浓度与血糖浓度之间的关系*个体相关系数有高

有低#高的
1

值达到
&$@'

#低的仅有
&$DD

#由于该患者糖尿病

病程有
'D

年#长期使用胰岛素和降糖类药物#同时它又伴发有

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或大血管病变(

@

)

#在监测过程中仍持续

用软化血管等其他药物#因此监测结果并不理想#但从另一个

角度也证实了#不同的个体唾液葡萄糖浓度与血糖浓度的相关

性是有差异的#因此建立个体相关系数是必须的#也是科学的*

为进一步研究个体唾液葡萄糖浓度和血糖浓度相关性的

稳定性情况#笔者又从
'&

例
B#*+

患者中随机选取
"&

例进

行为期
'

个月#时间段为
"

周的连续跟踪监测#在实验时间'条

件'方法以及操作人员都不变的情况下观察个体相关性是否稳

定*从表
#

的结果经过数据比较分析可以证明#个体间唾液葡

萄糖浓度与血糖浓度的相关系数虽然各有不同#而且略有变

化#但是餐前唾液葡萄糖浓度与血糖浓度相关系数的
5?

$

>A

#表明总体趋势是较稳定的*餐后
&$>K

的唾液与血糖浓

度的相关情况不好#稳定性也各有不同#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由此可以确定以个体为单位#通过唾液葡萄糖浓度监测

反映血糖浓度的变化是可行的#但必须取餐前标本才具有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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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

试剂盒作为对照#同时检测临床孕妇血清标本
#1&

例*

计算本方法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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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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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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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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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无显著性差异*同步检测两

种抗体的检测阳性率达
1$#A

#较
456,7

法单个检测其中一

个抗体阳性率高$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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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同步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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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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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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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主要检测方法*目前国

内有关
BV]6

;

Z

'

6

;

+

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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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剂盒很多#但由于

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这两种试剂盒大多存在检测结果符

合率低'灵敏度和特异度不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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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试剂虽然检测效

果好#但价格昂贵#且存在每次所检测的抗体种类有限的缺点#

需对各抗体逐一检测#耗时较长#难以满足临床快速检测的需

要*本实验采用间接法原理同步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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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以免疫磁性微球作为固相载体#利用
)*9

多色性标记的优势#

以不同发射波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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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羊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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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达到同时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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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特异性抗体的目的*

同步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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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可能会存在两种抗体同

时识别同一抗原表位现象#但不同抗原表位同时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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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识别程度不同*本实验采用主要被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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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识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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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抗原#和主要被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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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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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抗原作为固化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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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同浓度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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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标本交叉组合后#按同步检测方法进行检测#观察同

步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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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时有无相互干扰#结果表明抗

B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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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标本间的相互干扰较小#没有出现假

阴性检测结果#可以满足同步检测的需要*而当标本中同时存

在较高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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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时#前者可能竞争结合固相抗原

而使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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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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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不能结合到固相上#会导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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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

果的假阴性*本实验采用免疫磁性微球作为固相载体#由于磁

性微球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

)

#可以包被大量的抗原#在均

匀分散到整个反应溶液中后#又可以使抗原抗体间的反应更彻

底#即使在遇到较高抗体浓度的标本时#磁性微球表面的固相

抗原也可以满足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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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需要#

6

;

Z

'

6

;

+

抗体竞争结

合抗原位点的现象较少#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假阴性检测结果的

出现*

以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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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作为对照#同时检测孕妇血清标本

#1&

例#研究结果表明#抗
BV]6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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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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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检测符合率分

别为
@D$%A

'

@($"A

#说明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符合程度较

高*同时笔者发现有的血清标本中只能检出一种抗体#而有的

可以同步检测出两种抗体#同时检测两种抗体的可以使检测阳

性率达
1$#A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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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每次检测其中一类抗体的阳性率

高#再一次证明本方法同步检测抗
BV]6

;

Z

'

6

;

+

抗体具有较

好的诊断价值*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抗
B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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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同步检测体系#

研究结果表明#与
456,7

法相比#本方法不仅操作更简便'检

测更快速#具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同时检测两种抗体也

明显提高了
BV]

感染的阳性检测率#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新型

的双抗体同步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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