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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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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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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

I

(;""!(%H$'5)%'*(&*%&(*,(*)+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H$'5)%'*

"

&*%&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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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BJQ;!?UKA?@;D!A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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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各组检测结果比较%

Fi<

&

组别
)

血
.7-

$

Q

N

"

8

&

g23.

$

Q

N

"

&)M

&尿
.7-

$

Q

N

"

8

&

2

组
&* 'E(*Hi%%(*, &&(')iE(*E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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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组
%& &&)(%&i%,(HE E'E(%'i%%()%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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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

!!!

&'$(%&

!!!

%)%(*E

!!!

2

组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7

组与对照组比较
+(+$

!!!

,(H,

!!!

H(*$

!!!

_

组与对照组比较
%+()%

!!!

''(HE

!!!

%%(%$

!!!

2

组与
7

组比较
H(%%

!!!

EE()+

!!!

E(,$

!!

2

组与
_

组比较
%'(E%

!!!

&+$(&%

!!!

%*(&%

!!!

7

组与
_

组比较
E(&'

!!!

&*%()$

!!!

+(H%

!!!

""

!

!

D

%

*(*E

#

!!

!

D

$

*(*E

#

!!!

!

D

$

*(*%

'

B(B

"

血(尿
.7-

#以及
g23.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

血(尿
.7-

呈显著正相关$

9h*(,E,

#

D

$

*(*E

&%血
.7-

和
g23.

呈显著

正相关$

9h*(+,E

#

D

$

*(*E

&%尿
.7-

和
g23.

呈显著正相关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86BX?P

!

X6

O

&*%&

!

TDC(''

!

1D(,



$

9h*(++$

#

D

$

*(*E

&'

C

"

讨
""

论

.7-

是一种特异性结合蛋白#其可将视黄醇从肝中转移

至靶组织#以实现细胞间的转运代谢'血浆中的视黄醇可被肾

小球迅速滤过#在肾小管又被快速重吸收'分解供组织利用#

仅微量的视黄醇从尿中排出*

'5E

+

'可见
.7-

是糖尿病肾病肾

小管损伤的一个较敏感的指标'检测
g23.

是诊断
0X

早期

肾病较经典的项目'健康者尿微量清蛋白甚少#当人体肾小球

滤过功能受损#大分子蛋白物质将通过肾小球滤过膜造成蛋白

尿'可见
g23.

的检测可预示肾小球早期病变'近端肾小管

可重吸收肾小球滤过的小分子蛋白质#当肾小管重吸收障碍时

尿微量蛋白成分将显著增多'同时检测
.7-

和
g23.

将全

面地发现肾脏功能改变是肾小球还是近端肾小管病变所致'

本研究发现在
0X

早期肾病中
.7-

和
g23.

指标有很

好的关联性'可见联合检测两个指标将有助于早期发现
0X

有无肾病#且明确病变的严重程度#为杜绝
0X

微血管并发症

的发生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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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4

联合高危型
]-T012

检测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诊断价值

李
"

沛!许
"

云!杭国琴!曹宪华!苏大林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

4_4

$联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5]-T

$

012

检测对宫颈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

对
,)+

例患者进行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同时进行
4_4

&

].5]-T012

检测以及阴道镜下病理活检!以病理检查结果

为确诊标准!比较前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

经病理诊断为无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

198X

$者
,*%

例!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

_91

$

'

者
%H

例!

_91

)

(

&

者
&,

例!宫颈癌
&

例%

4_4

检测结果为正常范围"

>18

$

$'E

例!意义不明的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

2/_5g/

$

%'+

例!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8/98

$

E*

例!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98

$)包括鳞癌"

/__

$

&

例*

&E

例%

].5]-T012

检测阳性
&%'

例%

4_4

用于评价宫颈高度病变"

&

_C1

)

$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H($$G

&

,E(*,G

&

)*(**G

&

,,(+,G

%

].5]-T012

检测分别为
,*('&G

&

$,(+'G

&

%'(%EG

&

,,(H*G

%

4_4

联合
].5]-T012

检测分别为

%**(**G

&

$+(+)G

&

%'($+G

&

%**(**G

%结论
"

4_4

联合
].5]-T012

检测可明显提高宫颈癌前病变的阳性检出率!降低漏

诊率!是进行宫颈病变筛查的先进&高效方法%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H

#

"

012

#

"

宫颈肿瘤#

"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

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

!"#

!

%*(',H,

"

I

(;""!(%H$'5)%'*(&*%&(*,(*),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H$'5)%'*

"

&*%&

$

*,5%%&'5*'

""

宫颈癌是妇科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

瘤中仅次于乳腺癌而占第
&

位'在我国每年约有
%*

万例新发

病例#约占世界宫颈癌新发病例总数的五分之一*

%

+

'目前世界

范围内已公认人乳头瘤病毒$

]-T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前病变

及宫颈癌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5'

+

#并且将检测
]-T

感染作

为诊断官颈癌的一种辅助筛查手段'

]-T

是一种环状双链
012

病毒#目前已知
%&*

多种亚

型#其中
H

(

%%

(

)&

(

)'

(

))

等亚型属低危型$

8.

&#一般不诱发癌

变%

%H

(

%+

(

'%

(

''

(

'E

(

',

(

)E

(

E%

(

E&

(

EH

(

E+

(

E,

(

H+

等亚型属高

危型$

].

&#常引起上皮组织重度不典型增生甚至癌变%有关研

究表明在近
$*G

宫颈癌中发现
]-T%H

(

%+

*

)

+

'因此#及早发

现
].5]-T

感染#及早发现和治疗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

_91

&患者以阻断宫颈癌的发生#是当前医学预防和研究的重

点之一'本研究利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

4_4

&联合
].5

]-T012

检测方法#对本院妇科就诊患者进行宫颈癌及癌前

病变筛查#并评价筛查效果#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本院就

诊的患者
,)+

例#包括宫颈炎(宫颈湿疣(阴道不规则流血流液

或疑宫颈病变者#均为已婚妇女#无子宫切除手术史或宫颈手

术史#目前无妊娠#年龄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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