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较低#其阳性率仅为
)(;,U

左右#而在小细胞肺癌及腺癌中阳

性率仅为
:-;-U

#

:+;:U

)

7ZO48):!:

为细胞角蛋白
:<

的

片段#其主要来源于食管癌及肺癌等肿瘤疾病#

7ZO48):!:

可

于肿瘤细胞溶解坏死后释放进入血液#该物质表达水平在肺癌

患者血清中显著高于肺部良性疾病患者及健康人群#因此可用

以肺部疾病的诊断及良恶性质鉴别#特别是对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其诊断价值更高)

7T8

为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肿瘤

相关抗原#同时也是具有人类胚胎抗原决定簇的一种酸性糖蛋

白#主要表达于胚胎发育阶段及肿瘤组织中#约
-:;)U

#

=<;<U

肺癌患者血清中
7T8

水平异常增高)

本研究结果表明#

7ZO48):!:

*

7T8

*

YRT

*

R77

单独检测

敏感性及准确度均较低#不同标志物对各类肺癌疾病诊断敏感

性差异较大#导致肿瘤标志物单项检测难以满足临床需求)但

由于不同肿瘤标志物对不同肺癌类型诊断具有互补性#因此联

合检测后可显著提高诊断敏感性和准确度#在本研究中#

+

项

指标联合检测敏感性$

*);(+U

%及准确度$

<:;,:U

%均较单独

检测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
YRT

*

R77

*

7Z!

O48):!:

与
7T8

水平异常增高#联合检测
YRT

*

R77

*

7Z!

O48):!:

与
7T8

可有效提高诊断准确度及敏感性#对鉴别肺

癌类型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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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心血管疾病相关性研究

谭洪辉:

!张
!

灿)

!许军生:

!石建设:

"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

:;

检验科%

);

心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比较合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与单纯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a18:"

#的水平差异!并统计不同

a18:"

水平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研究
a18:"

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关系$方法
!

收集高州市人民医院糖

尿病患者"

a18:"

%

=;(U

#

?*,

例!先分为合并心血管疾病组和单纯糖尿病组!再按
=;(U

$

a18:"

$

::;)U

&

::;)U

)

a18:"

$

:=;:U

&

:=;:U

)

a18:"

$

),;,U

&

),;,U

)

a18:"

分为
8

#

S+

个组$先比较合并心血管疾病组与单纯糖尿病组
a18:"

水平

差异!再分别统计
+

个组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结果
!

合并心血管疾病组
a18:"

显著高于单纯糖尿病组!

8

#

S+

个
a18:"

组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分别为
=*;:U

&

?-;+U

&

*);+U

&

**;=U

$结论
!

糖尿病患者中
a18:"

与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有预测

并发心血管疾病的价值$

关键词"糖尿病%

!

糖化血红蛋白%

!

心血管疾病

!"#

!

:,;-<=<

"

>

;'//&;:=?-!+:-,;),:=;));,((

文献标识码"

8

文章编号"

:=?-!+:-,

"

),:=

#

))!-)),!,)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病死率日

益上升#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

患者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并发心血管疾病及中风是导致糖尿病

患者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已有大量流行病学证明#糖尿病易

并发心血管疾病#风险比普通人群高数倍#是心血管疾病的,连

续危险因素-

'

:

(

)糖化血红蛋白$

a18:"

%检测糖尿病因其重复

性好#不受最近饮食用药影响#且用时短*操作检测简易#近来

已常用于妊娠糖尿病的筛查诊断#也是衡量血糖控制与否的

,金标准-)本研究对糖尿病患者
a18:"

水平与发生心血管疾

病的相关性作探讨#比较有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
a18:"

的水平差异#统计不同
a18:"

水平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

疾病的概率#研究
a18:"

水平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关系#探讨

a18:"

在糖尿病患者中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预测价值)现报道

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高州市人民医院住院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接收的糖尿患者
?*,

例作为对象#

?*,

例糖尿病患

者诊断符合
),:,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

8S8

%诊断标准且有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W&$]M#19%F

!

Y3K;),:=

!

3̂2;-?

!

Y3;))



定
a18:"

记录#

?*,

例糖尿病患者均
a18:"

%

=;(U

#排除糖

异常相关疾病*身高*体质量*年龄等相关影响$

I

%

,;,(

%)先

将
?*,

例糖尿病患者按有无心血管疾病分为合并心血管疾病

组和单纯糖尿病组#再按
=;(U

$

a18:"

$

::;)U

*

::;)U

)

a18:"

$

:=;:U

*

:=;:U

)

a18:"

$

),;,U

*

),;,U

)

a18:"

分为
8

#

S+

个组#其中
8

组
)?-

例#

[

组
)+:

例#

7

组
:*?

例#

S

组
?<

例)

B;C

!

方法
!

a182"

检测仪器为伯乐
S!:,

#检测方法为离子交

换高效液相色普法#检测标本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TS@8!

b

)

%抗凝
)5M

静脉血)心血管疾病主要是冠心病#由心内科

医师根据心肌梗死或有典型心绞痛#伴心电图缺血表现和冠状

动脉造影$

78L

%进行诊断)通过比较有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患者
a18:"

水平的差异#统计不同
a18:"

水平下糖尿病患者

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概率)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6RR:<;,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H_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设计
?

检验#以
I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合并心血管疾病组与单纯糖尿病组
a18:"

水平比

较
!

合并心血管疾病组的
a18:"

显著高于单纯糖尿病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见表
:

)

表
:

!!

合并心血管疾病组与单纯糖尿病组
a18:"

水平比较

组别
& a18:"

$

U

%

合并心血管疾病组
(*? ?;()_);:-

单纯糖尿病组
:<- (;?*_:;?<

I

$

,;,(

C;C

!

a18:"

水平与心血管疾病概率
!

随着
a18:"

升高#糖

尿病患者并发心血管疾病概率越来越高)见表
)

)

表
)

!!

a18:"

水平与心血管疾病概率

组别
&

并发心血管疾病'

&

$

U

%(

8

组
)?- :*=

$

=*;:

%

[

组
)+: :??

$

?-;+

%

7

组
:*? :(+

$

*);+

%

S

组
?< ?,

$

**;=

%

D

!

讨
!!

论

!!

a18:"

是血中葡萄糖与血红蛋白相结合的一种不可逆蛋

白糖化反应产物#其水平与红细胞寿命和该时期内血糖平均水

平有关#不受进食和用药等血糖水平暂时波动影响#可反映检

测前
*

#

:)

周的平均血糖水平#为判定血糖控制程度的良好指

标)

a18:"

测定的重要性已在糖尿病治疗领域达成共识#世

界卫生组织明确
a18:"

是国际公认的糖尿病监控,金标

准-

'

)

(

)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

a18:"

是促进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重

要原因之一'

-

(

)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冠心病#其主要原因为高

胆固醇*高血脂所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已有研究指出#高

a18:"

有助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a18:"

反映患者的血糖

控制水平#高
a18:"

表明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本身人

体内皮细胞产生的
Yh

及前列环素可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抑

制血栓形成#而在高血糖状态下#由于葡萄糖直接毒性作用使

内皮细胞复制减少#修复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内皮细胞损伤#增

加内皮素的释放#减少
Yh

*前列环素的释放#使血管舒缩能力

受损#对血栓形成的抑制减弱'

+!(

(

)同时#

a18:"

可使红细胞

黏度升高#流动性变小#变形能力显著降低#还可造成氧合血红

蛋白的离解速度减慢#是造成组织缺氧的重要因素'

=

(

)因此#

a18:"

升高易增加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性)也有研究认

为#糖尿病血管病变和动脉粥样硬化与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

8LT/

%沉积引起的链式反应有关)糖尿病患者体内的
8LT/

较健康人增多#而
a18:"

属于
8LT/

的一种重要产物)人体

内皮素通过作用内皮素受体后促进血管收缩#而
8LT/

可增加

内皮素活性#从而促进血管收缩&同时#

8LT/

增多可促进淋巴

细胞*单核细胞在趋化作用下转移进入血管壁内#吞噬氧化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7

形成泡沫细胞#形成粥样斑块#最终导致

动脉粥样硬化'

?

(

)

本研究证实并发心血管疾病患者
a18:"

显著高于单纯糖

尿病患者#且随
a18:"

升高#糖尿病患者并发心血管疾病的概

率越来越高#表明
a18:"

与心血管病变关系密切相关)

bC#J

等'

*

(的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
a18:"

每升高
:U

#心血管

风险增加
:,U

#

),U

#

a18:"

是糖尿病心血管病变的危险因

素)

a18:"

可作为微血管病变的预测因素)国内外相关研究

证实#

a18:"

预测冠心病事件的可靠性越来越高'

<!:)

(

#可以作

为糖尿病独立预测心血管事件的重要指标#应受到越来越多临

床工作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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