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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血脂改变与血糖值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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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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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血脂各检测指标与对照组比较有明

显差异%血糖值与血脂水平有一定相关性!血糖水平高的糖尿病患者血脂明显异常!其更易发生血管并发症!在控制血糖水平同

时还需给予降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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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内分泌疾

病#可引起多系统损害'其中外周大血管或微血管病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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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慢性并发症#是患者致残或死亡重要原因#而血脂

异常是糖尿病并发血管病变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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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和胰岛素作用缺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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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脂水平的改变是糖

和胰岛素代谢紊乱致血脂代谢异常的结果#由于某种原因胰岛

素的绝对或相对缺乏#胰岛素抵抗#使血糖来源增多或消耗减

少而出现高血糖#同时引起脂肪大量动员从而导致脂代谢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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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因为胰岛素不仅调控血

糖高低还影响脂蛋白酶(肝脂肪酶活性#长期高血糖造成肝脏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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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供应增加#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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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蛋白酶活性低下#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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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脂蛋白酶活性降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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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减少#肝脂肪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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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增加#是糖尿病患者
]085_

降低的主要

原因'在糖尿病早期就存在明显脂代谢紊乱#随着病程进展血

糖水平不断升高(高胰岛素水平相应降低及胰岛素抵抗的产

生#脂代谢紊乱愈加明显#其可能是脂蛋白酶活性降低及胰岛

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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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与分解代谢影响不平衡的结果#使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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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提示#对于糖尿病患者在监测血糖水平时应及

时注意观察血脂各项指标的变化#治疗原发病同时调节脂代谢

紊乱#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心(脑血管病发生率#有利于降低

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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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侧的阴&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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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及直肠为左侧'有统计数据表明左(右侧大肠癌发病率趋势

并不一致#其肿瘤发生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临床表现(转移

规律以及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等方面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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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部位
_32

检测值的差异及其临床意义'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中山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经临床和病理检查确诊为大肠癌临床
)

期#均进行

根治性切除手术和化疗患者
&%$

例'病理分期参照
%,+)

年全

国大肠癌临床病理分期方案*

$

+

'右大肠癌患者
%&+

例$

E,G

&#

左大肠癌患者
+,

例$

)%G

&'

A(B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3%$*

为德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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