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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

&(

内分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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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锌含量变化与微血管病变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
E$

例

&

型糖尿病伴微血管病变患者&

H)

例
&

型糖尿病无微血管病变患者及
E*

例健康者的外周全血锌含量%结果
"

&

型糖尿病微血管

病变患者外周全血锌含量明显低于
&

型糖尿病无微血管病变患者及健康者"

D

$

*(*E

$%结论
"

检测
&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锌元素

含量并及时补充锌元素有助于预防和治疗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关键词#糖尿病!

&

型#

"

锌#

"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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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由胰岛
7

细胞产生和储存#在外界不断上升的高

糖因素刺激下分泌#其分泌是以胞吐的形式将胰岛素和锌离子

一起释放到外周循环中'有研究证明锌元素与
%

(

&

型糖尿病

的发生(发展均有复杂的相关性*

%

+

#另外由于糖尿病的几种并

发症如微血管病变可能通过氧化应激介导#其效应更因锌元素

缺乏而放大*

&

+

'糖尿病肾病$

P;6B?@;K!?

#

MAD

#

6@M

O

#

01

&和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

P;6B?@;KA?@;!D

#

6@M

O

#

0.

&是
&

型糖尿病主要

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也是糖尿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本研究

通过测定
&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全血锌含量#初步探讨其与微血

管病变之间的关系'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

的
&

型糖尿病伴血管病变患者
E$

例$微血管病变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H

岁#平均
E%(E

岁'

&

型糖尿病无

血管病变患者
H)

例$无微血管病变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均符合
%,,,

年
>][&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排除急(慢性

感染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及肿瘤者'血管病变者必须符合以下

至少
%

条标准!$

%

&荧光素眼底造影诊断分级
0.&

期及以上%

$

&

&有糖尿病病史#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出现
&)M

尿微量清蛋

白大于
'**Q

N

或显性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等'健康对照组

E*

例#为本院健康体检者#排除心(脑(肝(肾疾病%其中男
&H

例#女
&)

例%年龄
&&

%

HH

岁'采集受试者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Q8

#置肝素抗凝真空采血管中轻轻混匀#并在
)M

内送检'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采用北京博晖创新公司
7]E%**4%

全血多元素分析仪#试剂为厂家提供的随机专业试剂'

A(C

"

方法
"

严格按照厂家指定的作业指导书操作#开机待仪

器稳定后先用专用定标液定标#制作方程曲线#

9

%

*(,,E

为结

果有效'全血样本经混匀后用毛细管取
&*

(

8

#加入专用试剂

中#充分混匀后直接上机检测'

A(D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

Fi<

表示#并进行组间方差分析#

D

$

*(*E

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型糖尿病患者全血锌含量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D

$

*(*%

&%微血管病变组患者全血锌含量明显

低于无微血管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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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锌含量比较%

Fi<

&

组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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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 %%&(Ei&*(%

无微血管病变组
H)

$&(&i%)(+

!

微血管病变组
E$

EE('i%)($

! !

""

!

!

D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D

$

*(*E

#与无微血管病变组

比较'

C

"

讨
""

论

锌是人体六大酶类(

&**

种金属酶的组成成分或辅酶#对

全身代谢起广泛作用#参与人体内核酸(蛋白质(糖和脂肪代谢

等#是生长(发育尤其是脑发育不可缺少的元素*

'

+

'头发和血

清中微量元素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许多报道#而成人全血锌的

测定尚不多'锌元素与体内细胞(酶(激素等成分结合存在#全

血中锌含量更能直接反映人体近期体内微量元素水平*

)

+

'虞

洁等*

E

+采用与本研究同样的方法对全国八省份
%*%H**

名
%$

岁以下人群末梢全血参考值进行研究#发现锌含量在年龄组之

间存在差异#青少年锌含量有必要按年龄组确定正常值范围'

由于全血锌含量与健康状况(营养摄入(环境接触(血容量及采

集时间(测定方法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目前全国尚无统一各

年龄段的全血锌含量参考值范围'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是测

定血中微量元素最常用的方法*

H

+

#本研究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

谱法测定全血锌含量#以算术均数代表集中水平'

锌在胰岛
7

细胞中的含量高#在胰岛素分泌颗粒中以锌
5

胰岛素结晶形式存在#与胰岛素的合成(分泌(生物活性和抗原

性有关*

$

+

'胰岛素储存在胰岛
7

细胞的分泌颗粒中#以
H

个胰

岛素分子和
&

个锌离子结合形成的立体六聚物形式存在#该结

晶状结构在分泌之前$

#

]E(E

左右&均是稳定的*

+5,

+

'锌也是

胰岛素分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分泌锌$

"?KA?@?PW;!K

&能

通过旁分泌和自分泌对邻近胰岛
2

(

7

细胞分泌胰高糖素和胰

岛素进行调节#锌还能调节胰岛素及其受体水平#在维持受体

磷酸化和去磷酸化水平及胰岛素信号传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锌激活羧化酶使胰岛素原转变为胰岛素#并提高胰岛素的

稳定性#因此#缺锌的胰岛素易变性失效*

%*

+

'锌缺乏本身可诱

导胰岛
7

细胞凋亡#且又可促进氧化应激引起的凋亡#因此#

其参与了胰岛
7

细胞数量的减少#诱发糖尿病的发生'本研

究结果显示#健康对照组血锌含量为$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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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低于厂家给出的参考值范围$

$H(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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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著高

于
&

型糖尿病患者#可见缺锌可能是糖尿病发病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

型糖尿病有(无微血管病变者血锌

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表明锌元素与微血

管病变相关'锌在全血中
+EG

存在于红细胞内或结合为金属

蛋白'机体缺锌使锌酶类合成不足#影响红细胞物理(生化性

质发生变化#红细胞脆性增加#变形能力降低而易于聚集#有利

于形成微血管病变*

%%

+

#推测缺锌程度和时间长短可能是导致

微血管病变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

&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锌含量持续降低可使患者

并发微血管病变的风险增高'锌含量降低程度与
&

型糖尿病

微血管病变关系密切#表明在
&

型糖尿病治疗过程中及时(有

效监测患者体内锌含量并及时补充锌元素对预防和治疗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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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

%

+

XDJ"@6R6/2(c;!KQ;

N

M@

#

AD@?K@DU;P6@;S?KM6!

N

?";!@M?A?@;!6

6!P

#

6!KA?6"6@@M??6AC

O

"@6

N

?DRP;6B?@;KA6@"

*

\

+

(4DU;KDC2

##

C

-M6AQ6KDC

#

&**)

#

&*

$

&

&!

%),5%EE(

*

&

+

_M6J"Q?A27(c;!K;!"JC;!6!PP;6B?@?"

*

\

+

(\2Q _D;C1J@A

#

%,,+

#

%$

$

&

&!

%*,5%%E(

*

'

+ 颜世铭#洪昭毅#李增禧
(

实用元素医学*

X

+

(

郑州!河南医科大学

出版社#

%,,,

!

%*$5%%&(

*

)

+ 温月珍#王深晓
(

青少年全血微量元素正常值探讨*

\

+

(

广东微量

元素科学#

&**E

#

%&

$

%%

&!

&%5&)(

*

E

+ 虞洁#马剑华#张书楠#等
(%*%H**

例
*

%

%$

岁人群末梢血锌元素

参考值研究*

\

+

(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

#

%+

$

)

&!

%H5&*(

*

H

+ 胡雅琼#余磊
(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微量全血中微量元素锌(

铜(钙(铁(镁*

\

+

(

赣南医学院学报#

&**$

#

&$

$

&

&!

%$E5%$H(

*

$

+ 赵薇#

X6AVDL;@WX

#

_C?Q?!@9(

补钙对中度铅中毒儿童的治疗效

果!随机双盲临床对照研究*

\

+

(

中华儿科杂志#

%,++

#

'H

$

'

&!

%)H5

%)+(

*

+

+

0DP"D!:

#

/@?;!?A0(4M?ADC?DR6""?QBC

O

;!;!"JC;!d"B;D"

O

!@M?5

";"

*

\

+

(_JA@[

#

;!/@AJK@7;DC

#

%,,+

#

+

$

&

&!

%+,5%,)(

*

,

+

:DCP:

#

:ADP"V

O

:X(̂;!?@;K6"

#

?K@"DRKDQ

#

6A@Q?!@6C"@DA6

N

?

6!P"?KA?@;D!DR;!"JC;!6!PW;!K

*

\

+

(3U

#

?A;?!@;6

#

%,+)

#

)*

$

%*

&!

%%*E5%%%)(

*

%*

+

c;?

N

C?A33

#

Y;C?A8\(

现代营养学*

X

+

(

闻芝梅#陈君石#译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H$5'H*(

*

%%

+傅永怀
(

微量元素与临床*

X

+

(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

&%$5&%+(

$收稿日期!

&*%&5*%5*+

&

!经验交流!

检测尿微量清蛋白排泄率和视黄醇结合蛋白在糖尿病肾病中的意义

热孜万古丽+阿不都拉%

!李
"

云&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肾病科!乌鲁木齐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肾病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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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尿微量清蛋白排泄率"

g23.

$和视黄醇结合蛋白"

.7-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检测的意义%方法
"

同时检

测
E*

例糖尿病"

0X

$患者"

0X

组$和
)*

例健康者"对照组$血&尿
.7-

和
g23.

!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

0X

组血&尿

.7-

和
g23.

明显高于对照组"

D

$

*(*%

$%血&尿
.7-

和
g23.

变量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D

$

*(*E

$%结论
"

同时检测
0X

患者

g23.

和
.7-

!能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

关键词#白蛋白尿#

"

视黄醇结合蛋白质类#

"

糖尿病肾病#

"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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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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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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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

0X

&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0X

微血

管并发症会使身体中各种代谢物从肾脏排泄减少#加重肾脏负

荷*

%

+

'视黄醇结合蛋白$

.7-

&是一种存在于血液循环中的脂

肪源性因子#其不仅与
0X

胰岛素抵抗有关#而且对
0X

微血

管并发症的进展起促进作用*

&

+

'以往采用的尿微量清蛋白排

泄率$

J5A;!6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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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3.

&监测
0X

早期肾

病情况#对于肾小球滤过功能或肾小管重吸收功能障碍的界定

不很全面'本研究同时检测
0X

患者
g23.

和
.7-

#旨在早

期诊断糖尿病肾病#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收治的无血缘关系的
0X

患者
E*

例#均符合
&**&

年
>][

糖尿病诊断标准'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H(Ei%E(E

&岁'按
g23.

将患者分为
'

组!

2

组

为正常清蛋白尿组$

g23.

$

'*Q

N

"

&)M

&

&*

例#

7

组为微量清

蛋白尿组$

g23.'*

%

'**Q

N

"

&)M

&

%+

例#

_

组为糖尿病肾病

组$

g23.

%

*(E

N

"

&)M

&

%&

例'排除继发性肾病以及使用肾

毒性药物者'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对照组&#其中男
&&

例#

女
%+

例%年龄$

EH(Ei%)(H

&岁'

A(B

"

试剂与仪器
"

主要试剂为尿清蛋白检测试剂盒$北京利

德曼生化公司&(

.7-

检测试剂盒$上海北加生化试剂有限公

司&等'主要仪器为
]942_]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

日立公司&'

A(C

"

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
"

采集研究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
'

Q8

#离心后提取血清
&̀*a

冻存备检'同时收集研究对象新

鲜中段晨尿
)Q8

#

)a

(离心
%*Q;!

#留取上清液储存于
&̀*a

待检'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g23.

#透射比浊法检测
.7-

'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数据以
Fi<

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多个样

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B

"

结
""

果

B(A

"

各组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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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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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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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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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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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M

&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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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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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组
&* 'E(*Hi%%(*, &&(')iE(*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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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E(&%i%E('& )+(&Ei$('$ %(&Ei*('&

_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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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Ei%*('% %+(&E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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