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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比在诊断糖尿病肾损害中的临床意义

仰大贵

"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成都
51103%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
"

型糖尿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随意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比的测定!了解随意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比在糖尿

病肾功能损害中的诊断意义$方法
!

将
5$

例
"

型糖尿病患者按肾功能正常与异常分组!并与
0%

例健康对照组微量清蛋白肌酐

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5$

例糖尿病患者中无论肾功能正常组还是肾功能异常组!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比均明显高于健康健

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2%#

#$结论
!

相对于
"$A

尿微量清蛋白测定而言!随意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比具有取材方便&结果

稳定&灵敏度高等特点!对糖尿病早期肾损害具有积极的诊断意义$

关键词"尿微量清蛋白'肌酐%

!

"

型糖尿病%

!

肾损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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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不足#以及靶组织细

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引起糖*蛋白*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

系列代谢紊乱'糖尿病并发症中以糖尿病肾病$

TQ

%最为常

见#也是引起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

#尿微量清蛋

白与尿肌酐比值测定是一种较好的操作简便*准确可靠的早期

诊断糖尿病肾病的指标#能对早期糖尿病肾损害可作出准确判

断(

"

)

'本文通过对
5$

例
"

型糖尿病患者随意尿微量清蛋白"

肌酐的测定#了解随意尿微量清蛋白"肌酐对糖尿病肾病的诊

断意义'

C

!

资料与方法

C2C

!

一般资料
!

5$

例
"

型糖尿病患者均来自都江堰市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其中男
33

例#女
31

例#最大
05

岁#最小
"5

岁#

平均年龄$

5$2$h1321

%岁#病史最长超过
"%

年#最短
1

个月'

0%

例健康对照组人群来源于门诊健康体检#其中男
3"

例#女

$0

例#最大
4"

岁#最小
10

岁#平均年龄$

$42$h1020

%岁'

C2D

!

方法
!

所有患者和对照组人员均留取随机尿
1%M[

#在

O[cW+Z!":%%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分别测定尿微量清蛋

白和尿肌酐#并计算尿微量清蛋白与肌酐的比值'其中尿微量

清蛋白的测定使用免疫比浊法#试剂由宁波瑞源生物科技公司

提供#尿肌酐试剂由浙江东瓯公司提供'微量清蛋白肌酐比

$

M,[V

"

-D

%参考值上限为小于或等于
3%

&

?

"

M

?

2CD

'

C2E

!

统计学处理
!

:

检验采用
Na-N[

双样本异方差假设检

验#

G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5$

例糖尿病患者血肌酐均正常#部分患者尿素增高#为便

于分组#将尿素按是否大于或等于
:21$MM;G

"

[

分为肾功能

异常组和肾功能正常组'组间测定结果见表
1

'

表
1

!!

各组间
M,[V

(

-D

结果比较

组别
#

M,[V

"

-D

$

&

?

"

M

?

2CD

%

最大值 最小值
G

肾功能正常组
$3 4524#h""32" 130"2" %24

G

.

$

%2%#

肾功能异常组
"1$:"2#1h4#32% $1%42$ 12#

G

/

$

%2%#

阴性对照组
0% 0250h:245 3"2# %2$

G

/

$

%2%#

!!

.

!肾功能正常组与异常组间比较#

/

!肾功能正常组*异常组分别

与对照组间比较'

!!

表
1

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比无论肾功

能正常组还是异常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G

$

%2%#

%#且以肾功能异常组增高更甚'

E

!

讨
!!

论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习惯发生改变#糖

尿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于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

病#其最大的并发症糖尿病肾病除带给患者巨大的痛苦而外#

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且长期治疗所带来的精神和经济上

的负担以及国家医保费用上的支出都非常巨大#所以早发现*

早治疗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尿微量清蛋白相对分子质量
::`1%

3

#分子半径
$1%9M

'

正常情况下#由于肾小球滤过膜电荷选择性屏障的静电同性排

斥作用#使尿微量清蛋白绝大部分不能通过滤过膜#而各种炎

症*代谢异常和免疫损伤均可导致滤过膜上负电荷减少#静电

排斥力下降#造成尿微量清蛋白从尿中漏出增多#是早期肾损

伤的敏感指标'肌酐主要是通过肾小球滤过#在肾小管几乎不

重吸收而排出体外#在正常情况下或肾轻度受损时肌酐排出量

是基本上保持恒定的#由于尿微量清蛋白与尿肌酐的排出量均

受相同的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但在个体中尿
M,GI

"

-D

比值

则保持相对恒定(

3

)

'现有资料表明#

M,GI

"

-D

在早期肾损害

中升高非常明显#作为早期肾损害的敏感指标#价值明显#对诊

断早期肾损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

'通过对
5$

例糖尿病患

者的资料统计发现#糖尿病患者尿微量清蛋白肌酐往往比在尿

素氮*肌酐增高以前就已经增高#说明此时已经出现肾损伤'

刘小玲等(

#

)的研究表明以通用的尿蛋白常规试验方法定性为

阴性的糖尿病患者#其中有相当比例出现微量蛋白尿时已发生

了较轻微的肾损伤#其机制可能与糖尿病患者肾小球毛细血管

通透性和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发生改变有关'这种改变使得清

蛋白的滤过量大大增加#超过了近曲小管的重吸收能力#因而

尿中微量清蛋白量增加#且尿微量清蛋白排出量较大的#糖尿

病肾病的发生率和病死率均明显高于尿清蛋白较低者(

5

)

#而且

M,GI

"

-D

与性别无关#与病程密切相关#病程越长#

M,GI

"

-D

阳性率越高#肾损伤越重(

:

)

'

综上因素#相较于传统的
"$A

尿总蛋白或尿清蛋白测定

来讲#由于患者留取
"$A

尿比较麻烦#患者顺应性差#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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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而微量清蛋白肌酐比取材更简单方便#特

异性和灵敏度较高#其诊断灵敏度可达
45Y

(

0

)

#可作为常规项

目的测定#对预防和延迟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以及观察治疗效果

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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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与孕酮对异位妊娠的诊断价值

曹
!

锋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检验科!湖北十堰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R-*

#及孕酮"

+

#检测对异位妊娠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异位妊娠者

0%

例!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其血清中
R-*

和
+

的水平!并与正常妊娠者"

0%

例#血清中
R-*

和
+

的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异位妊娠者血清中
R-*

和
+

的水平均低于正常妊娠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2%#

#$结论
!

定量联合检测
R-*

和
+

的水平!

对于早期诊断异位妊娠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孕酮%

!

异位妊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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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精卵在子宫腔内以外地方着床的妊娠即为异位妊娠

$

N+

%#俗称宫外孕'这种疾病严重影响了育龄妇女的生命安

全和健康#同时也是妇产科最为常见的急腹症之一(

1

)

'若要低

病死率和提高患者以后的受孕率#早期诊断异位妊娠并选择适

当的治疗方法非常重要(

"

)

'但在妊娠早期
V

超一般检查不出

胎心的搏动#需要辅助手段联合检测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R-*

$和孕酮$

+

%#再结合
V

超检查#如异位妊娠未破裂的病

例#症状和主诉不典型'所以早期运用血清学指标判断具有突

出的意义#可作为早期异位妊娠的诊断指标(

3

)

'本文以
0%

例

异位妊娠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了
R-*

和
+

检测在异位妊娠诊

断中的胶质价值#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2C

!

一般资料
!

以本院
"%1"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收治的

N+

患者
0%

例#正常宫内妊娠者
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入院后

N+

患者经动态阴道超声#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病理检

查和$或%手术确诊'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孕周*孕产次*分娩

史*流产史*盆腔手术史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2%#

%#具有可比性'

C2D

!

仪器与试剂
!

\WWZ[\(N"%%%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检测试剂购自西门子公司
\WWZ[\(N"%%%

系列试剂#所有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C2E

!

方法
!

采集孕妇未抗凝空腹静脉血
"

(

3M[

#

3:]

水浴

箱放置
"%

(

3%M79

后
$%%%D

"

M79

离心
1#M79

#吸取血清标本

用于检测
R-*

和
+

'检测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及仪器

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

C2F

!

统计学处理
!

孕妇血清标本在
\WWZ[\(N"%%%

化学发

光分析仪上进行
R-*

和
+

检测#记录和整理结果#并对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

D

!

结
!!

果

定量检测的
0%

例异位妊娠者血清中的
R-*

和
+

的含量

比正常妊娠血清中的
R-*

和
+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2%#

%#见表
1

'

表
1

!!

"

组血清
R-*

和
+

含量结果比较$

.h3

%

组别
R-*

$

\Z

"

[

%

孕
$

周 孕
:

周

+

$

9

?

"

M[

%

孕
$

周 孕
:

周

异位妊娠
1#52"h":2#$#":h13"52# :2"h"2# 02"h32#

正常妊娠
"5%2"h":2#0554h13"52# $32"h1"2# $52"h132#

E

!

讨
!!

论

!!

R-*

是由合体滋养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是妊娠的特异

生化标志(

$

)

'

N+

患者体内胚囊着床部位缺乏正常的蜕膜组

织#绒毛发育不良#所分泌的较正常同孕龄的宫内妊娠少(

#

)

'

有文献报道#

R-*

用于
N+

诊断时观察的是其倍增时间而不

是绝对值#单次测定
R-*

对于鉴定可疑
N+

意义不大(

5/:

)

#所

以需要对
R-*

进行持续监测#观察其倍增时间'孕
1"

周前#

孕母血清中孕酮浓度相对稳定'孕酮是由卵巢*胎盘和肾上腺

皮质产生的性激素'

N+

患者血孕酮值低(

0/4

)

'单一血清孕酮

或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对
N+

诊断有局限性#两者联合

检测有助于早期异位妊娠的诊断(

1%/11

)

'

另有学者对其他激素与异位妊娠诊断的相关性进行了研

究#如异位妊娠者雌二醇水平也较正常妊娠者低(

1"

)

&

-./WV

"

-.

和
-,1"#

的水平也一定程度上与异位妊娠有$下转插
+

%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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