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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血清糖化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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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糖尿病患者检测血清糖化低密度脂蛋白"

YB-1-

%的意义!探讨
YB-1-

与血糖(血脂的相关性&方法
"

随

机抽取
#''&

年
0

月至
#'"'

年
0

月在该院检查的
"''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实验组!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查两组血

清
YB-1-

(血糖(三酰甘油"

7Y

%(胆固醇"

)N*F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B)

%等&结果
"

实验组
YB-1-

(血糖(

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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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

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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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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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血清
YB-1-

水

平与血糖呈正相关"

;f'$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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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B)

无关"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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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糖尿病患者
YB-1-

水平明显升高!检测

YB-1-

作为诊断和评价糖尿病的生化指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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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作为一种代谢疾病在我

国发病率逐年增加#且有年轻化趋势*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发展主要是体内持续高血糖导致多种蛋白质糖基化#形成糖化

低密度脂蛋白$

YB-1-

&*大量动物实验表明低密度脂蛋白

$

-1-

&经糖基化后形成
YB-1-

与血管硬化的发生以及由此引

起的多种并发症具有密切联系(

"B#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年
0

月至
#'"'

年
0

月在本院

检查的经临床确诊的糖尿病患者
"''

例$实验组&#其中男
0=

例#女
=A

例%年龄
3#

!

A"

岁*诊断标准为
#''"

年
e8;

发布

的诊断标准#选择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

例$对照

组&#年龄分布与实验组大致相当$

3'

!

0(

岁&#且无感染以及

心'脑'肝'肾等器质性疾病#糖耐量试验正常*

>$?

"

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B)

&'胆

固醇$

)N*F

&检测均使用
;-d9US:!S#A''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试剂盒由
T*/NC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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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

YB-1-

用氮蓝四唑$

<,7

&还原法进行测

定#将血液离心沉淀后取得
YB-1-

#在碱性条件下
YB-1-

可

使
<,7

还原成蓝紫色化合物#颜色深浅与
YB-1-

含量呈正

比#在分光光度计下测定
%='+4

处吸光度$

!

&值*

YB-1-

指

数
f!b%''

*血糖'

-1-B)

'

)N*F

检测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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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用
2D/CF

建立数据库#采用
:U::"&$'

统计

软件分析*正态分布资料结果以
&Z7

表示#采用
9

检验*

YB

-1-

与血糖'

-1-B)

'

)N*F

相关性分析采用直线回归相关分

析#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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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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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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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

实验组
YB-1-

检测结果为
""'$=04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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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4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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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为
=#$(& 44*F

"

-

$

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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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4*F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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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血糖'三酰甘油$

7Y

&'

)N*F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
"

*

表
"

""

两组血糖及血脂检测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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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血糖
-1-B) )N*F 7Y

实验组
"''"=$3A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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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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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组
YB-1-

水平升高与血糖呈相关性$

;f'$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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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B)

水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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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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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糖尿病是一种多发病和常见病#目前在我国发病呈逐年上

升趋势*其主要是胰岛细胞分泌作用受损或作用机制减弱而

导致血糖上升#从而引起一系列以高血糖'高脂血症'心血管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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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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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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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为表现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和
7Y

是促进

YB-1-

形成的重要因素*

7Y

主要存在于
+

B

脂蛋白$极低密脂

蛋白&中(

3

)

*

+

B

脂蛋白可以在血浆中转化为
-1-

#故可以视为

糖化反应的前体*另外糖尿病患者除有高血糖'高脂血症表现

外#还常伴高胆固醇血症*究其成因#目前认为是高胰岛素血

症促进了
+

B

羟
+

B

甲戊二酰还原酶的合成(

%

)

#进而加速胆固醇的

合成*有研究表明#

YB-1-

与胆固醇具有一定相关性#也可以

推断由于
YB-1-

影响了胆固醇的正常代谢而导致高胆固醇

血症*

糖尿病患者体内糖化反应多为非酶促性糖基化反应(

0

)

*

YB-1-

的形成是葡萄糖和载脂蛋白中的赖氨酸或精氨酸残基

结合构成
:/N?KK

碱#经重排后形成比较稳定的
!4IJ*G?

产物即

氨基酮和半缩酮#用于临床诊断糖尿病患者的指标糖化血红蛋

白就为
!4IJ*G?

产物*目前人体内发现的
#'

多种
!4IJ*G?

产物中#糖尿病患者的含量普遍高于健康者
#

!

=

倍(

A

)

*如果

在体内长期留存多余的糖分子#

!4IJ*G?

产物会进行醛化#重

新排列生成衍生结构#该结构能与许多不同大分子化合物不可

逆结合#生成糖基化终产物(

&B(

)

#在糖尿病患者慢性疾病的发

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糖尿病致死因素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慢性并发症而导致

患者死亡(

"'

)

*在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中较为常见的是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

YB-1-

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是
-1-B

糖基

化后容易形成氧化性
-1-

$

*DB-1-

&

(

""

)

#

YB-1-

和
*DB-1-

均

为脂蛋白#从而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

糖尿病患者
YB-1-

水平明显升高#检测
YB-1-

作为诊断和评

价糖尿病的生化指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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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为某样品单次检测可能具有的最小响应量刚大于空

白
--1

响应量#该样品内含有的分析物浓度或其他量值为生

物
--1

*度量时#以
--1

加
#

或
=

倍检测限样品
7

的方式确

定检测系统或方法可定量报告分析物的最低浓度或其他量值

的限值*

\:

又称临床灵敏度$

/F?+?/IF@C+@?H?L?H

P

&#是指以日间

重复
>V

为
#'_

时对应检测限样品具有的平均浓度#这是检测

系统或方法可定量报告分析物的最低浓度或其他量值的限值*

该值一般比
--1

高#由于其反映了实际检测中的灵敏度#所以

更具有临床价值*

eC@H

5

IGJ

和
UN

(

A

)对方法学确认中的分析

灵敏度包括了
--1

'

,-1

和
\:

*

本研究按
(($A_

可能性估计
--1

为
'$''"'4XS

"

-

*按

照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规定测量置信水平为
(($A_

时

--1

为
'$''""4XS

"

-

#两种方法计算出的
--1

均与生产厂

家声明的
'$''"'4XS

"

-

一致*

,-1

值为
'$''%

!

'$''0

4XS

"

-

#

\:

为
'$''0 4XS

"

-

#低于生产厂家声明的
'$''&

4XS

"

-

#可能与实验室仪器状态'环境情况'实验人员对仪器的

操作情况以及实验样本存在差异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直接读出浓度单位的检测系统对于低于零

的检测将报告零#其分布不是正态的#浓度的
&

和
7

均不能如

实反映分析灵敏度的真实情况*因此#本实验均使用检测响应

的初始值即
T-S@

来计算
&

和
7

#然后再转换为浓度单位*对

于
7:8=BSFHGI

的定量报告#实验室应建立或确认其定量检测

限$

,-1

或
\:

&才能更准确'及时地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更

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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