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浊法尿微量清蛋白检测阳性率为
D"FE#]

$

E="

"

D$<

%#二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iD#F;

#

!

$

$F$!

%)在尿蛋白
__

+

___

的标本干化学分析仪检测结果与尿微量清蛋白测定完

全符合)

表
E

!!

"

型糖尿病患者尿液干化学检测尿蛋白与尿微量

!!!!

清蛋白检测结果比较%

+

'

尿液干化学检测结果
尿微量清蛋白

_ V

合计

V !I """ "<E

J ;; E" D!

_ ;# " ;<

__ "# $ "#

___ E< $ E<

合计
E=" ";# D$<

B

!

讨
!!

论

"

型糖尿病肾病是慢性肾脏病变的一种重要类型#是导致

终末肾衰竭的常见原因#糖尿病患者中有
"$]

!

D$]

发生糖

尿病肾病#常见于病史超过
E$

年的患者)微血管病变是糖尿

病的特异性并发症#其典型改变是微循环障碍和微血管基底膜

增厚)微血管病变可累及全身各组织器官#特别是肾脏'

"

(

)肾

脏损害在早期临床表现为尿清蛋白)尿清蛋白是一种小分子

蛋白#呈负电荷#在近曲小管完全被吸收)肾小球滤过膜是一

种选择性过滤器#对电荷和分子大小可作出选择)由于糖尿病

患者微血管病变#导致微循环障碍#使患者肾小球滤过膜对负

电荷选择性丢失)尿中出现微量清蛋白尿#可早期反映肾脏异

常#也可反映整个血管系统的改变#被认为是动脉病变的窗

口'

;

(

)免疫比浊法检测尿微量清蛋白#其原理是抗清蛋白抗体

与样品中的抗原反应产生抗原"抗体复合物#其浊度与其浓度

呈正比)尿液分析仪干化学法是根据蛋白质误差法的原理#蛋

白质与溴酚蓝染料结合形成由黄到绿色复合物#特别是清蛋

白)免疫比浊法检测尿微量清蛋白与尿液分析仪干化学法检

测尿蛋白#灵敏度不一致)免疫比浊法检测尿微量清蛋白的灵

敏度是
;G

L

"

@

#尿液分析仪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灵敏度是

E!$G

L

"

@

#因此两种测量方法测得的结果相差较大)从本文

中可看出!两种方法检测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iD#F;

#

!

$

$F$!

%)免疫比浊法检测尿微量清蛋白准确性

高于尿液分析仪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在尿液分析仪干化学

法检测尿蛋白阴性
"<E

例中#有
!I

例尿微量清蛋白检测阳性

$

'

;$G

L

"

@

%#这说明肾病早期通过尿液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

存在漏诊率#所以尿液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可作为一种过筛检

测手段)当患者尿蛋白增多到
__

+

___

时#两种检测阳性

结果例数一致)

综上所述#尿液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可作为一种过筛检测

尿蛋白)免疫比浊法测定尿微量清蛋白含量灵敏度高#准确性

强#特异性高#有利于早期诊断和检测
"

型糖尿病肾病#使临床

及早采取药物经过规范地修复肾单位#逆转纤维化治疗#修复

肾小球功能#可清除蛋白尿'

D

(

#让
"

型糖尿病肾病好转#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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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D>

尿总蛋白定量检测在妊娠糖尿病患者

早期肾脏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王晓朋!张
!

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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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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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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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D>

尿总蛋白定量检测在妊娠糖尿病"

Z:'

#患者早期肾脏疾病诊断的价值$方法

!

!$

例经血糖筛查和糖耐量试验结果确诊的妊娠糖尿病患者为糖尿病组!选择糖耐量正常孕妇
!$

例为对照组!分别测定空腹血

糖'随机尿微量清蛋白'尿肌酐'

"D>

尿总蛋白水平!并对两组孕妇的相应指标作对比分析$结果
!

妊娠糖尿病组的血糖'随机尿

微量清蛋白值'

"D>

尿总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F$!

#$妊娠糖尿病组中
E<

例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结果明显增高!

#

例
"D>

尿总蛋白轻度增高!随机尿微量清蛋白早期糖尿病并发症的敏感性高于
"D>

尿总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F$!

#$结论
!

随机尿微量清蛋白定量检测可为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早期肾功能受损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客观指标$

关键词"妊娠糖尿病&

!

尿微量清蛋白&

!

"D>

尿总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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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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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

妊娠糖尿病一般可在生产后恢复正常#但糖尿病孕妇将来

患
"

型糖尿病的概率明显增加'

E

(

)随机尿微量清蛋白定量与

"D>

尿总蛋白定量检测在妊娠糖尿病患者的比对少见报道#

本文通过测定正常孕妇和糖尿病孕妇患者的血糖+随机尿微量

清蛋白+

"D>

尿总蛋白水平并分析它们在早期肾脏损伤中的

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F@

!

一般资料
!

病例选自
"$E$

年
E

月至
"$E!

年
D

月在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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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住院分娩的孕妇中经糖筛试验及糖耐量试验确诊的
!$

例妊娠糖尿病孕妇#同时选同期到本院产检的
!$

例糖筛+糖耐

量试验正常孕妇作为对照组)妊娠糖尿病组中孕妇平均年龄

$

"<F;#JDFE#

%岁#平均孕周$

"=F;DJEFI"

%周&对照组中孕妇

平均年龄$

"=F<IJ;FI<

%岁#平均孕周$

"IFE;JEF!;

%周)所有

孕妇既往无高血压+糖尿病+肝脏疾病和肾脏疾病#两组孕妇的

年龄+孕周+孕前体质量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F$!

%#具有可比性)

@FA

!

试剂与仪器
!

仪器为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

剂+校准品及质控品均为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

@FB

!

方法
!

取干净容器#加入适量二甲苯#留取
"D>

尿液记

录总量后#混匀取
"

!

!G@

#并同时取随意尿
"

!

!G@

分别离

心取上清液#然后进行
"D>

尿总蛋白及随意尿微量清蛋白+尿

肌酐检测)所有标本在
">

内测定完毕)严格按照标准操作

规程进行操作#血糖检测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尿微量清蛋白+

尿总蛋白定量检测均采用增强免疫比浊法#尿肌酐检测采用苦

味酸法)随机尿微量清蛋白的正常参考范围为
$

""#$G

L

"

G,@

尿肌酐#使用随机尿检测尿微量清蛋白采用尿肌酐校正#

以保证结果的稳定+准确#

"D>

尿总蛋白定量的正常参考范围

为
$

E!$G

L

"

"D>

#血糖的参考范围为
;FI

!

#FEGG,-

"

@

)

@F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BBE=F$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DJE

表示#组间比采用
B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较采用
!

" 检验&以
!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妊娠糖尿病组的血糖+随机尿微量清蛋白值+

"D>

尿总蛋

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F$!

%)妊

娠糖尿病组中
E<

例随机尿微量清蛋白结果明显增高#

#

例
"D

>

尿总蛋白轻度增高#随机尿微量清蛋白早期糖尿病并发症的

敏感性高于
"D>

尿总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见

表
E

)

表
E

!!

两组血糖$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D>

尿总蛋白含量

!!!!

测定结果%

DJE

'

组别
+

血糖

$

GG,@

"

@

%

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

G

L

"

G,@

尿肌酐%

"D>

尿总蛋白

$

G

L

"

"D>

%

对照组
!$ !F"EJ$F;! =";F$JDDF$ !;F$J"EF$

糖尿病组
!$ E$F=<JEF!#

"

#I=!F$J";EF$

"

"!=F$JE!!F$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F$!

)

B

!

讨
!!

论

尿微量清蛋白定量测定的临床应用日趋广泛#除作为传统

意义上肾脏损伤的诊断及监测指标外#更被用于糖尿病并发症

的监测)由于清蛋白化学结构相对明确#先天上较尿总蛋白更

具优势#故近年来尿微量清蛋白正逐渐取代尿总蛋白成为尿液

化学检测的主要指标'

"

(

)

"$$"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7:7

%发布

的糖尿病诊断及治疗的实验室检测导则中将尿微量清蛋白作

为糖尿病并发症的诊断及筛查指标之一'

;

(

)美国肾脏病协会

的肾脏病教育计划$

K?C:%

%更是将尿酸与肾小球滤过率一起

列为重要的肾脏疾病的初筛及诊断指标'

D

(

)

"$$"

年至今已有

=

个国际组织发布的
E$

项指南中将
h7

作为主要的检测指

标'

!

(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常见而严重的并发症#其早期诊断

和治疗极为重要#尿微量清蛋白尿期是实施干预治疗的关键时

期)尿微量清蛋白对早期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

#

(

)

本研究检测了
!$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的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D

>

尿总蛋白#发现有
E<

例随机尿微量清蛋白结果明显增高#

#

例
"D>

尿总蛋白轻度增高#本文结果显示!糖尿病组的随机尿

微量清蛋白值明显高于
"D>

尿总蛋白值#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早期糖尿病并发症的敏感性高于
"D>

尿总蛋白#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F$!

%)

综上所述#随机尿微量清蛋白经尿肌酐校正的#稳定性好#

敏感性高#是诊断早期糖尿病并发症的理想指标#其检测方法

简单+快捷+方便#值得妇产科重视+推广和应用#并且微量清蛋

白尿的出现#反映了可逆的由肾小球超滤引起的肾功能异常)

早期检测尿微量清蛋白#对阳性者及时尽早进行相应的治疗#

可以防止患者肾脏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延缓肾脏损伤#对于改

善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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