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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抑素
2

的临床意义及其应用进展

魏崇莉%综述#何东元/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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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0

!

肾小球滤过率0

!

糖尿病0

!

糖尿病肾病

!"#

#

%#&"'!'

$

(

&)**+&%!,"-.%"#&/#%/&#/&#/"

文献标识码!

0

文章编号!

%!,"-.%"#

!

/#%/

$

#/-#%$/-#/

!!

胱抑素
2

%

2

B

*2

&是胱氨酸蛋白酶的一种抑制剂!是由机

体所有有核细胞产生!产生率恒定!不受其他因素%如年龄)性

别)饮食)炎症等&的影响"它是由
0+C*5C*)

等在
%'$"

年首次

在鸡蛋清中分离纯化得到的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21M

&后

被命名为
2

B

*2

"是一包含
%//

个氨基酸残基的非糖化多肽

链!相对分子质量
%"&"<'̂ %#

"

!等电点%

1M

&

'&"

"在生理条件

下!

2

B

*2

的重要功能是抑制内源性半胱氨酸酶的活性!并且

可影响中性粒细胞的迁移!对于细胞内蛋白质的转换)骨胶原

的降解)蛋白质的分离有重要意义"

2

B

*2

还参与肿瘤的侵袭

和转移!参与炎症过程和一些神经性疾病*

%

+

"本文就
2

B

*2

在

临床中的意义及其和其他项目联合检测的应用作一综述"

?

!

2

B

*2

在临床中的意义

?&?

!

在各类疾病中的意义
!

在肾病早期的诊断中意义非常重

大!当内源性肾小球滤过率%

[V3

&减少到
<#

!而且血清肌酐值

正处在正常值范围时!

2

B

*2

在这个肌酐对疾病反应不灵敏的

区域是十分精确的!能够对正在恶化的肾功能进行早期诊断!

从而尽可能早地采取治疗措施"同时!

2

B

*2

对较严重的肾衰

竭诊断要比肌酐诊断早
%

!

/:

*

/

+

"子痫前症%妊娠期最严重的

高血压疾病&有
[V3

下降的特点"所以!准确地检测肾功能能

够确保在发展成为血毒症和肾组织损害之前及时分娩"相比

于血清尿酸和肌酐而言!

2

B

*2

对于子痫前期是个很好的标志

物!并且在检测孕妇是否患有子痫前症方面有很大的价值*

"

+

"

糖尿病是全世界范围内年轻人肾衰竭最常见的原因!同肌酐相

比较!

2

B

*2

对轻度的糖尿病肾病反应灵敏*

.

+

"在骨骼肌疾

病)四肢瘫痪以及麻痹等疾病的辅助诊断方面!同血清肌酐相

比!

2

B

*2

不易受到患者肌肉量的影响!对
[V3

的检测更为可

靠*

<

+

"针对肾移植的患者!估测
[V3

在对接受肾移植患者的

监测中是非常重要的"

2

B

*2

能对强烈的排斥作用提供早期

诊断"所以能尽早地产生干预!从而阻止更严重的排斥反应发

生"休克时最容易损伤肾脏!监测肾功能损伤的程度在纠正休

克时显得尤为重要!

2

B

*2

就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监测指标*

!

+

"

有研究表明*

,

+

!血清
2

B

*2

浓度在肝脏疾病中显著升高!且阳

性率要高于其他常用肝功能生化指标"一些研究发现!在重度

烧伤)多发性骨髓瘤及过敏性紫癜患者的早期肾损害中!

2

B

*2

也是
%

项很理想的监测肾功能损害的指标*

$-%#

+

"

?&@

!

在各年龄段人群中的应用
!

对于老年人而言!

[V3

和肌

肉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而
2

B

*2

却不为之改变"所

以它对于老年人肾组织损伤的早期诊断是非常有优势的*

%%

+

"

@

!

2

B

*2

和其他项目联合检测在临床中的应用

@&?

!

糖尿病%

YR

&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一大重要疾病"

它是一组不同病因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以高血糖为共同特

征"糖尿病肾病%

YT

&是
YR

严重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也是

YR

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有超过
"#]

的患者发展为肾功能衰

竭及需要肾透析!因此
YT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就显得十分重

要"一些研究表明*

%/-%<

+

!胱抑素
2

同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尿微

量清蛋白及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比值联合检测在
YR

早期
YT

的诊断和治疗中意义巨大"联合检测比单项指标检测的阳性

率)准确度和精确度更高"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胱抑素
2

及尿

微量清蛋白联合检测阳性率达
$$&%/]

!明显高于单项检

测*

%/

+

"同样!血清胱抑素
2

与尿微量清蛋白定期联合检测对

YT

的早期发现)预防)控制)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

%.

+

"血清胱抑素
2

和尿微量清蛋白的联合检测也对临床早

期发现糖尿病患者肾损害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

!

%<

+

"高敏

2

反应蛋白%

FJ-231

&是全身炎症的非特异性标志物!它和胱

抑素
2

及尿微量清蛋白的联合检测可提高糖尿病早期肾功能

损害检出率!有利于糖尿病继发肾功能损伤的早期预防和治

疗*

%!

+

"

FJ-231

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也是全身炎症非特异

性标志物!是血管炎症更敏感的指标"当
YR

早期存在慢性炎

症时!血中
FJ-231

也相应升高!尤其是
2

B

*2

和其联合检测

/

型糖尿病患者时!阳性率为
$.&"]

!比任何单项检测更能发

现糖尿病肾功能损伤!可提高检测的灵敏度*

%,

+

"邢慧和马晓

龙*

%$

+研究表明!同对照组相比!

2

B

*2

和
$

-G

岩藻糖甘酶

%

0VI

&联合检测糖尿病患者中糖代谢失控组阳性率为

$.&.]

!单项
2

B

*2

阳性率为
!!&,]

!单项
0VI

阳性率为

!/&/]

!联合检测明显高于单项检测"张素华等*

%'

+研究证明!

在
/

型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中
2

B

*2

是肾小球损伤的
%

项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5QGCDR;:

!

QC+KCE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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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重要指标!而视黄醇结合蛋白%

3X1

&是肾小管损伤的重要指

标!尿
3X1

与
2

B

*2

同时检测可作为评价肾功能受损程度及

部位的指标"

@&@

!

近年来!脑梗死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一些研究表明!血

浆
2

B

*2

水平升高与同型半胱氨酸%

F8

B

&水平升高都是缺血

性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J4@)

6

C9

等*

/#

+通过大型多中心

临床实验证实!血浆
2

B

*2

水平高是老年人死亡和心血管事件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所以!降低老年人
2

B

*2

与
F8

B

水平

对预防老年人的脑梗死的发作颇具意义"

@&A

!

中国现在存在大量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其转归之一的肝

硬化可以累及肾脏!严重者可以引起肝肾综合征!发生肾功能

衰竭"陈红涛等*

/%

+研究表明!血清
2

B

*2

)尿微量清蛋白和尿

%

/

-

微球蛋白联合检测在肝硬化早期的肾损害中有很好的应用

价值"对该病的早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遏制肾损害)防

止肾功能进一步损害意义十分重大"

@&C

!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在心肌损伤的进一步发展下会损

伤肾功能"曾成林等*

//

+研究阐述了心肌损伤标志物及胱抑素

2

的联合运用可以检测该类患者的心肾损伤程度!对预防疾病

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临床意义"陈奉晖和赵瑞英*

/"

+在冠心病

患者研究中得出!

2

B

*2

和脂蛋白%

C

&水平变化检测在冠心病

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A

!

2

B

*2

检测及应用的发展趋势

血液中
2

B

*2

的浓度检测已经成为各实验室的常规项目!

汪碧琼等*

/.

+通过实验发现!脑脊液中
2

B

*2

水平测定对结核

性脑膜炎)化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膜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表明不少学者对
2

B

*2

的研究已经伸

向其他体液!并且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很多疾病的发生)

发展都会在人体的各种体液中检测出相关的疾病标志物!

2

B

*

2

在其他体液中的应用还有待于更多的学者去证实"

2

B

*2

在糖尿病肾病中的诊断价值得到比较充分的肯定*

/<

+

!尤其是

和其他疾病相关项目的联合检测!可以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

性)灵敏性和特异性"其联合检测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疾病肾

损害诊断的检测发展趋势"

C

!

小
!!

结

2

B

*2

在各种疾病造成肾脏早期损害的诊断)治疗及预防

方面的运用越来越广"它同尿微量清蛋白及尿微量清蛋白$肌

酐比值)视黄醇结合蛋白及尿
%

/

-

微球蛋白等诊断早期肾损害

的敏感指标相比!具有方便)快速)稳定)灵敏及特异等特点"

同尿素氮和肌酐相比不但受影响因素少而且结果精确"同其

他项目的联合检测可以提高检出的阳性率及减少疾病的误诊

和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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