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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T̂ WQ

$&三酰甘油

"

3Q

$&游离脂肪酸"

JJ2

$在妊娠期糖尿病"

QKO

$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取
#$%R

年
#

月至
#$%)

年
&

月

收治的
QKO

患者
%$'

例和健康孕妇
(&

例分别作为
QKO

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
Ĥ2%9

&

QT]

&

T̂ WQ

&

3Q

&

JJ2

水平和阳性检出率!并对各指标诊断效能进行分析%结果
!

QKO

组
Ĥ2%9

&

QT]

&

3Q

&

JJ2

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而
T̂ WQ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

QKO

组
Ĥ2%9

&

QT]

&

T̂ WQ

&

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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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2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

Ĥ2%9

&

QT]

&

T̂ WQ

&

3Q

&

JJ2

联合诊断
QKO

的

特异度&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均明显高于各单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结论
!

Ĥ2%9

&

QT]

&

T̂ WQ

&

3Q

&

JJ2

联合诊断
QKO

更为准确!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可作为
QKO

辅助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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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

QKO

&是常见的一种妊娠期妇女

疾病!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们的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

$

"临床上若不能采取及时有效

的方法治疗
QKO

!则会出现难产)羊水过多)感染等

并发情况#

#

$

!因此
QKO

的诊断与病情评估对患者预

后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糖化血红蛋白%

Ĥ2%9

&与糖

化血清蛋白%

QT]

&已成为糖尿病诊断的主要监控指

标#

'

$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T̂ WQ

&是一种由肝细胞合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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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分泌的糖蛋白!主要与雌二醇和睾丸酮结合!受

性激素调节#

*

$

"目前!关于
T̂ WQ

与
QKO

发病)发

展的研究甚少"三酰甘油%

3Q

&广泛存在于各组织器

官中!并以脂肪组织中水平最高"研究证实!

3Q

是妊

娠期高血压的一项独立预测因子#

R

$

"游离脂肪酸

%

JJ2

&是一种脂肪组织降解产物!受胰岛素波动和饮

食影响"血清
JJ2

水平长期升高会使胰岛
$

细胞功

能受到损伤!影响机体动态平衡!并与
QKO

发病)发

展密切相关"目前!临床上尚无
Ĥ2%9

)

QT]

)

T̂ +

WQ

)

3Q

)

JJ2

联合诊断
QKO

的报道"本研究旨在

探讨
Ĥ2%9

)

QT]

)

T̂ WQ

)

3Q

)

JJ2

联合诊断
QKO

的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R

年
#

月至
#$%)

年
&

月深

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
QKO

患者
%$'

例作

为
QKO

组!年龄
#$

!

'&

岁!平均%

#&!*)aR!0&

&岁!

平均孕周%

'%!&0a#!*)

&周!其中初产妇
0#

例!经产

妇
'%

例"诊断标准依据.妇产科学/相关标准#

)

$

'

#

次

空腹血糖不低于
R!&RDD8?

(

N

,

0R

F

糖尿病耐量试验

各点血糖不低于
#

项超过正常标准,任意血糖不低于

%%!%DD8?

(

N

!空腹血糖不低于
R!&RDD8?

(

N

"上述

'

项符合任
%

项即可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入组标

准'符合
QKO

诊断标准,均为单胎妊娠,年龄
#$

!

'&

岁,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合并肺)肾)肝)心

等功能严重异常,妊娠前已确诊为糖尿病或发生糖尿

病并发症,存在精神功能障碍"同时选取健康孕妇
(&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0(a)!%'

&

岁!平均孕周%

'#!%)a#!R(

&周!其中初产妇
0$

例!经

产妇
#&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R

&!具有可比性"

>!D

!

仪器与试剂
!

Ĥ2%9

)

QT]

)

T̂ WQ

)

3Q

)

JJ2

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效液相

色谱检测仪购自美国伯乐高公司!

0)$$

型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购自日本日立公司"

>!E

!

方法
!

于清晨空腹采集外周静脉血
RDN

!以

'$$$7

(

D-/

离心
%$D-/

!分离血清!于
[#$b

下保存

待测"

QT]

采用果糖胺法测定!

Ĥ2%9

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测定!

T̂ WQ

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

3Q

采用

甘油磷酸氧化酶法测定!

JJ2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

定"特异度
h

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
X

假阳性例

数&

j%$$Z

!灵敏度
h

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
X

假

阴性例数&

j%$$Z

!阳性预测值
h

真阳性例数(%真阳

性例数
X

假阳性例数&

j%$$Z

"

>!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TT##!$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Oa2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

验,以
;

#

$!$R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

!

两组
Ĥ2%9

)

QT]

)

T̂ WQ

)

3Q

)

JJ2

水平比较

!

QKO

组
Ĥ2%9

)

QT]

)

3Q

)

JJ2

水平明显高于对

照组!而
T̂ WQ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R

&!见表
%

"

D!D

!

两组
Ĥ2%9

)

QT]

)

T̂ WQ

)

3Q

)

JJ2

阳性率比

较
!

QKO

组
Ĥ2%9

)

QT]

)

T̂ WQ

)

3Q

)

JJ2

阳性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

见表
#

"

表
%

!!

两组
Ĥ2%9

%

QT]

%

T̂ WQ

%

3Q

%

JJ2

水平比较#

Oa2

$

组别
' Ĥ2%9

%

Z

&

QT]

%

"

D8?

(

N

&

T̂ WQ

%

DD8?

(

N

&

3Q

%

DD8?

(

N

&

JJ2

%

DD8?

(

N

&

QKO

组
%$' (!%'a$!&# #&R!)#a'&!*( &0!*(a%R!*) '!#(a$!0* $!('a$!#*

对照组
(& R!)0a$!*( %(%!'#a%0!*R %#&!(0a#)!R0 %!&0a$!'0 $!)%a$!%)

3 ')!$( ##!%& %'!)% %0!$0 %%!$0

; $!$$$ $!$$$ $!$$$ $!$$$ $!$$$

表
#

!!

两组
Ĥ2%9

%

QT]

%

T̂ WQ

%

3Q

%

JJ2

阳性率比较(

'

#

Z

$)

组别
' Ĥ2%9 QT] T̂ WQ 3Q JJ2

QKO

组
%$' 0(

%

0)!0$

&

&%

%

0&!)*

&

0)

%

0'!0(

&

&*

%

&%!RR

&

&)

%

&'!R$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0&!%$ &$!$0 %$R!&$ ((!%$

; $!$$$ $!$$$ $!$$$ $!$$$ $!$$$

表
'

!!

各指标诊断效能比较#

Z

$

指标 特异度 灵敏度 阳性预测值

Ĥ2%9 )*!#( )%!&* )(!'#

QT] )R!&% )#!*# )&!%'

T̂ WQ 0$!'( )0!R% )R!)#

3Q )&!*( )#!%$ )(!R%

JJ2 )&!(% R&!)R 0$!*#

Ĥ2%9XQT]XT̂ WQX3QXJJ2 (0!R# (%!*' ((!$'

!

#

(!&' %$!#0 &!'R

;

#

$!$R

#

$!$R

#

$!$R

D!E

!

各指标诊断效能比较
!

见表
'

"

Ĥ2%9

)

QT]

)

T̂ WQ

)

3Q

)

JJ2

联合诊断
QKO

的特异度)灵敏度和

阳性预测值均明显高于各单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R

&!见表
'

"

E

!

讨
!!

论

!!

Ĥ2%9

是人体血液中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与血

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反应指标!已被用

于糖尿病诊断#

0+&

$

"

Ĥ2%9

能够反映血糖控制水平!

患者血糖越高!其水平就越高"近年来临床上已将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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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9

应用
QKO

诊断并受到医师重视!随时监测

QKO

患者
Ĥ2%9

水平!具有一定诊疗作用#

(

$

"

QT]

是由人血清中清蛋白在高血糖的情况下发生非酶促

糖化反应而形成的一种产物!由于非酶促糖化反应具

有不可逆性!因此形成的
QT]

可在人血清中稳定存

在#

%$

$

"

QT]

不容易受到情绪)药物)饮食影响!与血

氧指标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

$

!其检测可有利于临

床上早期发现
QKO

"

T̂ WQ

是一种由肝细胞分泌和合成的循环类固

醇类结合球蛋白!其功能主要是特异性地结合并转运

性激素!以及调节性激素的生理效应!同时受甲状腺

激素等内分泌激素的影响#

%#

$

"目前!研究发现胰岛素

是
T̂ WQ

代谢的重要调节激素!但
T̂ WQ

与胰岛素

相互作用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高胰岛素血症会致

使循环中
T̂ WQ

水平降低!从而使性激素水平出现紊

乱!导致脂肪代谢和糖代谢障碍!进一步加重胰岛素

抵抗"妊娠期间由于胎儿生长发育需要!孕妇体内代

谢会出现一系列变化!随着妊娠进展!其性激素的释

放增加会致使外周胰岛素抵抗且影响胰岛
$

细胞功

能#

*

$

"有研究报道!

QKO

孕妇
T̂ WQ

水平明显下降"

目前!在产科领域关于妊娠期血脂研究的报道甚少!

而
QKO

容易合并血脂紊乱"在孕中期后!胎儿需要

增加能量供应!孕妇脂肪分解上升与脂肪分解过度会

致使血中脂肪酸浓度增加"

3Q

是常规检测的一种血

脂指标!是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形成的脂肪分子!其水

平在
QKO

患者中明显增加#

%'

$

"

JJ2

是脂类的中间

代谢产物!是机体能量调节重要因子!其在生理状态

下是胰岛素的重要能量来源"血液中
JJ2

代谢活性

高!其水平易受到肝损伤)高血脂)高血糖等影响而上

升#

%*

$

"胰岛素抵抗先作用在脂肪组织上!致使血清

JJ2

水平上升!升高的
JJ2

使脂质增加)细胞数量增

加)体积变大!而增大的脂肪细胞分泌代谢产物会进

一步加剧胰岛素抵抗"有研究表明!

QKO

患者
JJ2

水平会出现升高#

%R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QKO

组
Ĥ2%9

)

QT]

)

3Q

)

JJ2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T̂ WQ

水平明显低于

对照组!且这些指标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指

标联合诊断的特异度)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均明显高

于各单项指标"这表明
Ĥ2%9

)

QT]

)

T̂ WQ

)

3Q

)

JJ2

联合检测可作为诊断
QKO

辅助指标"综上所

述!

Ĥ2%9

)

QT]

)

T̂ WQ

)

3Q

)

JJ2

联合诊断
QKO

更

为准确!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可作为
QKO

辅助诊断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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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KS1TVP O O

!

Yc J

!

K21WLPL2P"2

!

5=>?!

]75

6

75

F

/>/9

C

T̂ WQ98/95/=7>=-8/.>/;7-.I:87.<H.5+

\

<5/=?

C

;5E5?8

6

-/

FF

5.=>=-8/>?;->H5=5.D5??-=<.

#

"

$

!K->+

H5=5.G>75

!

#$%*

!

'0

%

R

&'

%#()+%'$'!

#

R

$ 崔云静!张申华!杨艳华!等
!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晚孕期血

脂水平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相关性研究#

"

$

!

中国妇产科

临床杂志!

#$%R

!

%*

%

'

&'

#R#+#R'!

#

)

$ 乐杰
!

妇产科学#

O

$

!R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0(!

#

0

$ 皮永洪!王小平!谭海明
!

糖化血红蛋白和糖化血清蛋白

在妊娠期糖尿病诊断中的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R

!

0

%

##

&'

''))+'')0!

#

&

$ 钟丽君!王永周!汪静
!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检测与妊娠期

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相关性分析#

"

$

!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

床!

#$%)

!

#'

%

%

&'

)&+0$!

#

(

$ 王海燕
!

糖化血红蛋白和
G+

反应蛋白测定在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的临床意义#

"

$

!

继续医学教育!

#$%R

!

%(

%

*

&'

(*+

(R!

#

%$

$徐卫平!张国英!臧滢
!

糖化血清白蛋白在诊断妊娠期糖

尿病患者中价值#

"

$

!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

!

%#

%

'

&'

#0#+#0'!

#

%%

$黄德芳!刘党英
!

糖化血红蛋白
QT]

及
G1]

测定在妊娠

期糖尿病中的应用#

"

$

!

浙江临床医学!

#$%*

!

#'

%

0

&'

%%R$+

%%R%!

#

%#

$

TcPN

!

"LPf

!

3SPQ U

!

5=>?!T̂ WQ-/QKO D>=57/>?

.57<D

!

6

?>95/=>?=-..<5.>/;<DH-?-9>?987;.57<D5A

6

75.+

.-8/94>/

F

5.>/;-=..-

F

/-:-9>/95

#

"

$

!K->H5=5.15.G?-/

]7>9=

!

#$%'

!

((

%

#

&'

%)&+%0'!

#

%'

$李立红!韩利红!乔爱琴
!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水

平与新生儿体质量的关系#

"

$

!

海南医学院学报!

#$%*

!

#$

%

%$

&'

%*%0+%*%&!

#

%*

$刘吉香!杨文东
!

血清铁蛋白及游离脂肪酸与妊娠期糖尿

病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

"

$

!

医学检验与临床!

#$%*

!

%*

%

%

&'

%#+%*!

#

%R

$周惠娜!魏梓雯!袁小松!等
!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和游离

脂肪酸对妊娠期糖尿病的早期预测价值#

"

$

!

中国妇幼保

健!

#$%R

!

'$

%

'#

&'

RR'(+RR*$!

%收稿日期'

#$%0+$)+$R

!

修回日期'

#$%0+$(+$R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N>HO5;

!

O>794#$%&

!

M8?!'(

!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