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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及炎症因子的水平变化%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新疆军区总医院收治的
;(

例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单纯糖尿病患者
:<

例"单纯

2'

组$!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
:?

例"早期
26

组$!另选取同期于该院健康体检的
:!

例健康老年人作为对照组!检测并比较各组

血清
d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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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超敏
-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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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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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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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

单纯
2'

组与早期

26

组的
dM

G

&

"

)

B'c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早期
26

组的
dM

G

&

"

)

B'c

水平高于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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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单纯

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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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老年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血清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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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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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及炎症因子异常升高!检测上述指标

有助于早期判断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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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疾病#该病病程漫长#迁

延难愈#有
:(>

!

!(>

的患者合并有糖尿病肾病(

#

)

*糖尿病

肾病是一种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该病患者由于糖代谢紊乱而

引起血压升高'水肿'肾小球硬化并伴随蛋白尿#肾功能损害逐

渐加重最终导致肾衰竭(

)B?

)

*糖尿病肾病早期给予积极的临床

干预可有效防止其进展为终末期肾病#因此#早期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

!

)

*相关研究显示#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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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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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及炎症因子可能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紧密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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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老年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
d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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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及炎症因子的水平变化#旨在为老年早期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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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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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新疆军区总医院收治

的
;(

例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单纯糖尿病

患者
:<

例$单纯
2'

组%#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
:?

例$早期
26

组%#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
#"""

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糖尿病

诊断标准#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均符合.慢性肾脏病及透析临

床指南/$

)((<

年%中的相关诊断标准&排除合并高血压'严重

感染'免疫功能障碍及原发性肾功能不全者#排除因恶性肿瘤'

心血管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其他原因导致的肾脏疾病*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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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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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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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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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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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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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另选取同期于该院健康体检的
:!

例

健康老年人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比较各组间的性别'年龄等基础资

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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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均衡可比性*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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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分别抽取各组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
!Q*

#以

:(((N

"

QA0

的速度进行离心#

#(QA0

后分离取血清#放置于

[$(f

冰箱中保存以备检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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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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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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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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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为循环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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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检测方法为免疫比浊法#试剂盒分别由四川迈克公司

及浙江夸克生物有限公司提供*采用贝克曼库尔特
2/-$((

全自动分析仪检测超敏
-

反应蛋白$

K9B-4+

%#检测方法为免

疫比浊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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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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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均由上海西塘生物科技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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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H_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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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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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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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其患病人群以老

年人为主#发病率逐年上升(

;

)

*糖尿病病程漫长#迁延难愈#随

着疾病的进展可伴发多种并发症#糖尿病肾病是其中危害性最

大的并发症之一*相关数据表明#

:(>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合并

有糖尿病肾病(

$

)

*糖尿病肾病主要是由于糖代谢紊乱而引起

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肾小球硬化#肾小管上皮细胞'肾小管基底

膜受糖代谢紊乱而发生病变#肾脏滤过功能受损#最终引发肾

衰竭(

$

)

*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肾病早期并无典型临床症状#

主要依据
)?K

尿蛋白排泄率判断病情#但部分患者依从性较

差#特别是老年人尿液标本较难收集#检查操作又复杂#不利于

早期诊断(

"

)

*因此#研究血清
dM

G

'

"

)

B'c

及炎症因子的水平

变化对老年早期糖尿病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dM

G

为含硫氨基酸#它具有血管损伤性作用#进入血液循

环的
dM

G

可降低微血管内皮细胞清除率#使微血管对清蛋白

的通透性增加#同时还可激活凝血因子#引发血小板聚集#造成

动脉血管的损伤#影响肾脏内皮细胞与肾小球基底膜的功能#

肾小球硬化'内压增高#尿蛋白不断增加#肾细胞功能逐渐衰

退(

#(B##

)

*本研究结果显示#单纯
2'

组与早期
26

组的
dM

G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早期
26

组的
dM

G

水平高于单纯
2'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
dM

G

是早期糖尿病肾病

的标志物#它参与了肾脏损害的发生与发展#与周胜元等(

#)

)的

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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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为单链多肽低分子蛋白质#它由
#((

个氨基酸残基

组成#只能被肾脏排泄#故
"

)

B'c

能够有效反映肾小球的滤过

功能(

#:

)

*相关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
"

)

B'c

水平高于健康

对照组#且在单纯糖尿病'糖尿病肾病早期及临床糖尿病肾病

患者中#

"

)

B'c

水平逐渐上升#提示肾小球损伤越重#

"

)

B'c

水平越高(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单纯
2'

组与早期
26

组的

"

)

B'c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早期
26

组的
"

)

B'c

水平高于单

纯
2'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上述结论一致*

炎症因子与糖尿病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生'

发展紧密相关*

K9B-4+

是敏感的急性时相蛋白#也可及时反

映早期低水平炎症(

#!

)

&

%*B<

是由
C

细胞'巨噬细胞等产生的炎

症细胞因子#

C67B

&

是可出现于炎症早期的细胞因子#二者均

能直接作用于胰岛
"

细胞并对其造成损伤#进而诱发胰岛素抵

抗#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肾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

#<

)

&

C67B

&

还可刺激
%*B<

'

%*B$

的表达#

%*B$

也是一种炎症

细胞因子#它可通过对中性粒细胞趋化'脱颗粒'释放溶酶的作

用增强炎性反应(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单纯
2'

组与早期
26

组的
K9B-4+

'

%*B<

'

%*B$

'

C67B

&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早期
26

组的
K9B-4+

'

%*B<

'

%*B$

'

C67B

&

水平高于单纯
2'

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以上结果提示#

K9B-4+

'

%*B<

'

%*B$

'

C67B

&

参与了糖尿病肾脏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与侯斌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老年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血清
dM

G

'

"

)

B'c

及
K9B-4+

等炎症因子均异常升高#应重点加强上述指标的临

床监测#为病情的早期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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