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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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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肾小球滤过率内源性标志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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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内源性标志物#应纳入肾功能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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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小球滤过率%

[V3

&是评价肾小球滤过功能最客观的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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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标志物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外源性标志物中!菊粉

清除率)硫代硫酸钠和甘露醇清除率)放射性核素标记清除率

结果较精确!但由于外源性物质需要按一定速度输入!以维持

该物质的血液浓度!操作复杂)费用高!难以准确掌握!同时有

不良反应产生!因此难于常规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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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标志物

中!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血清肌酐%

J8E

&和内生肌酐清除率

%

28E

&来评价肾小球滤过率!然而两者由于影响因素多!其灵敏

性与准确性均不够理想"目前!国内众多文献报道!胱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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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肾脏疾病还是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引

起的肾脏损害中都较其他标志物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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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指

导临床应用!本文选取不同肾病患者!同时检测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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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比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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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肾小球滤

过率内源性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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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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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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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肾脏疾病患者均来自本院内科住院患

者!其中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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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包括慢性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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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肾小球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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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肾病综合征
%"

例!糖尿病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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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毒症
%<

例"健康对

照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均来自本院体检中心健康

体检人群!确认无肾脏疾病史及其他慢性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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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J8E

采用酶法检测!仪器采用南京劳拉电

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V0MHF-.###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使用

山东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肌酐测定试剂!标

准品与质控品均使用其配套分装的朗道标准品与质控品!各种

试剂均在有效期内!质控在控"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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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乳胶增强的速率散射比浊法!仪器和试剂均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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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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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规空腹抽取血液!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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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同时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要求留取尿液!

测定尿肌酐浓度!结果按国际标准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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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所有统计均采用统计软件包
J1JJ%,&#

进

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

,_8

&表示!统计分析采用
;

检验)直

线相关分析!求出
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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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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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疾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
2

B

*5C5)+2

)

%

/

-R

)

J8E

检

测结果!见表
%

"

表
%

!!

<,

例肾脏疾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
2

B

*5C5)+2

&

!!

%

/

-R

&

J8E

检测结果#

,_8

$

组别
'

2

B

*5C5)+2

%

?

=

$

G

&

%

/

-R

%

?

=

$

G

&

J8E

%

"

?>@

$

G

&

健康对照组
<##&,._#&#' %&/#_#&"" $%&/#_%%&$'

28E

*

$#?G

$

?)+ /##&'<_#&/<

D

%&%/_#&."

C

$#&/%_%!&'"

C

.#?G

$

?)+

+

28E

$

$#?G

$

?)+%.%&.<_#&<"

8

%&"%_#&.,

C

%#"&$"_.$&/!

D

28E

$

.#?G

$

?)+ /""&#'_#&'<

8

.&/"_#&,,

8

</"&.!_/#%&$%

8

!!

C

#

H

%

#&#<

(

D

#

H

$

#&#<

(

8

#

H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从表
%

中可以看到!当肾脏有轻微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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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明显变化!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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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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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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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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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显

著升高!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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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见明显改变"随着肾脏功能的进一

步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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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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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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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均呈高度负相关!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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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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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的密切程度高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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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E

与

28E

相关性的密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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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内源性
[V3

标志物应该具备
"

个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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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产

生的速率恒定!可以自由通过肾小球(不被肾小管重吸收和分

泌(仅通过肾脏排出"

肌酐是肌肉组织中肌酸和磷酸肌酸的代谢产物!血清肌酐

可以自由通过肾小球滤过!其浓度变化取决于
[V3

"因为其

测定方法简单快速!费用低廉!因此!一直作为临床最常用的一

个肾功能指标"但由于血清肌酐个体差异大!易受性别)年龄)

肌肉容积和饮食等因素影响!同时!肾小管有微量分泌!使其敏

感性大打折扣"有报道称!当
[V3

降低至
<#]

时!血肌酐浓

度才开始升高*

%%

+

"从本文实验结果也可看到!当患者病情较

轻时!血清肌酐浓度与健康对照组基本无差异!随着
[V3

的逐

渐降低!其变化才越来越明显!因此!其主要应该用在对明确诊

断肾病的同一个体的病情监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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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分子蛋白质!可以自由滤过肾小球!几乎全部被

近曲小管吸收和降解!肾小管也不分泌!与
[V3

呈高度负相

关"本次实验中
%

/

-R

的变化趋势是
"

项标志物中最不明显

的!其相关系数与血清肌酐相当!同时!由于在感染)肝脏疾病)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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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也升高!大大降低了其对

于
[V3

的特异性!同样不能作为
[V3

的理想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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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小分子碱性分泌性非糖化蛋白质!相对

分子质量约
%"&"."^%#

"

!含
%/#

个氨基酸残基!位于人类第

/#

号染色体*

%"

+

"其由机体所有有核细胞合成并以相对恒定的

速率释放入血!几乎仅经肾小球过滤而被清除!在近端小管完

全重吸收!不再被分泌!而且其血液水平不受昼夜节律的影响!

干扰因素少!仅可能会受到一些能影响蛋白合成的因素影响!

如甲状腺功能情况等!而不易受年龄)性别)肌肉容积)药物和

感染等因素影响"因此理论上!其应该比前两者更适合作为

[V3

的理想标志物"本次实验也表明!在对早期肾损伤患者

的
[V3

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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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检测出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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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8E

无法检测

到的盲区!为临床早期诊断肾小球滤过率受损提供实验室依

据!在对中)晚期肾损伤患者的评估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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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5)+2

同样具有很

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因此!

2

B

*5C5)+2

是
[V3

最理想的内

源性标志物!有条件的医院应将其纳入肾功能常规检查中!以

期在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中体现其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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