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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JU

&是糖尿病常见微血管病变之一#

也是
*,

岁以上人群主要致盲眼病之一'

'

(

)邹海东等'

%

(的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糖尿病患者
JU

发病率达
%A)%CD

)糖尿病患

者因体内促凝和天然抗凝机制平衡失调#血管内皮细胞*血小

板*凝血*纤溶系统等发生改变而导致其处于血栓前状态#易并

发血管病变及血栓形成'

(

(

)血栓前状态标志物即具有血栓后

综合征$

V7G

&特异性的分子标志物)本研究旨在分析
JU

患

者血栓前状态标志物
J$

二聚体$

J$J

&*纤维蛋白原$

56-

&*组织

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V/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L85

&以及超敏

!

反应蛋白$

E9$!UV

&的改变#以期为疾病早期诊断及预后判

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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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本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

型糖尿病患者
'A+

例#根据眼底检查及眼底血管荧光造影将分为
%

组!无
JU

组

$

"JU

组&

A%

例#男
((

例*女
(C

例#年龄
(+

'

A%

岁#病程
@

'

'%

年%

JU

组
',F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A@

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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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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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为背景型
JU

$

-JU

&组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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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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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增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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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JU

&组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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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岁#

病程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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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糖尿病的诊断参照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

'CCC

年公布的/糖尿病诊断标准0

'

@

(

%

JU

的诊断参照第三届全

国眼科学术会议通过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期标准0

'

*

(

)健

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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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口服糖耐量试验及眼底检查无异常的体

检健康者
FF

例#男
(F

例*女
(,

例#年龄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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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研究

对象均无炎症*感染*肿瘤*创伤及严重的其他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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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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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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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凝血分析仪%酶联免疫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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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透射免疫比浊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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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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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所有指标的检测均采用仪器配

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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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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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

J$J

*

56-

与
JU

"

%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常存在高凝倾向#

有微血管病变者更为明显'

F

(

)

56-

和
J$J

作为均为反映凝血

和纤溶系统功能的指标%前者反映凝血状态#是糖尿病血管病

变独立危险因子%后者则是反映高凝状态*血栓形成和继发性

纤溶的标志物'

A$+

(

)有研究显示#糖尿病病情严重程度与
56-

*

J$J

水平呈正相关#说明糖尿病患者体内存在明显的高凝状

态'

C

(

)

JU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有文献报道#糖尿病病

程*血糖水平和高血压是诱发
JU

的主要危险因素'

',

(

)本研

究中
JU

组*

"JU

组
J$J

*

56-

水平均高于
"!

组$

D

$

,),,'

&#

说明
JU

患者和
"JU

患者均处于高凝和纤溶亢进状态%

JU

组

J$J

*

56-

水平高于
"JU

组$

D

$

,),,'

&#提示
JU

患者体内高

凝和纤溶亢进状态更严重)与
-JU

组相比#

VJU

组
J$J

*

56-

水平均升高$

D

$

,),*

&#提示随着
JU

患者的病情进展#高凝和

纤溶亢进状态进一步加重)上述研究结果与许德英等'

''

(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

G)F

"

:$V/

*

L85

与
JU

"

:$V/

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贮存并

释放入血#能使纤溶酶原转化为纤溶酶#进而降解和消除纤维

蛋白凝块#是纤溶系统主要的生理性激活剂)当血管内皮细胞

受损时#

:$V/

的合成和释放减少以致纤溶活性降低是
V7G

发

病机制之一)

L85

亦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分泌#为
/

!

!

凝

血因子中的载体蛋白#是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标志物之一#在启

动外源性凝血途经中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显示#

JU

组
:$V/

水平低于
"JU

组和
"!

组$

D

$

,),,'

&%与
-JU

组比较#

VJU

组
L85

水平升高而
:$V/

水平降低$

D

$

,),,'

&%说明
%

型糖

尿病患者中#有血管并发症者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程度较无血

管并发症者严重#且随着病情进展#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程度进

一步加重)

G)G

"

E9$!UV

与
JU

"

E9$!UV

是低水平炎性反应标志物之一)

有研究显示#

E9$!UV

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有关'

'%

(

)本

研究中#

"!

组*

"JU

组和
JU

组
E9$!UV

水平渐次升高$

D

$

,),,'

&#且
VJU

组
E9$!UV

水平亦高于
-JU

组$

D

$

,),,'

&%

说明
JU

的发生可能与炎性反应过程相关#且炎症反应强度与

微血管损伤程度平行)

血浆
J$J

*

56-

*

:$V/

*

L85

以及血清
E9$!UV

是血管内皮

损伤*微血栓形成及纤溶亢进的敏感标志物)本研究结果表

明#

JU

患者上述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提示
JU

患者凝

血和纤溶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处于血栓前状态#且随着

病情的进展#其高凝和纤溶亢进状态进一步加重)因此#应对

%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血栓前状态标志物早期检测#以便为
JU

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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