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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

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之间的关系$方法
"

选择

该院内分泌病房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VHAT<

#方法检测尿液中
AH,..

水平!同时用化

学发光法检测尿清蛋白排泄率"

)<V*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I<&\

#%苦味酸法检测血清肌酐

用来估算肾小球滤过率"

CPO*

#!并比较各指标的相关性$根据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标准!按
)<V*

将糖尿病患

者分为
2

组!第
&

组)正常清蛋白尿组"

.2

例#&第
.

组)微量清蛋白尿组"

&;

例#&第
2

组)大量清蛋白尿组"

&.

例#$比较各组间
AH,..

水平差异及组内
AH,..

水平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

AH,..

水平与
)<V*

呈正相

关!与
CPO*

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按
)<V*

分组后!各组间
AH,..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

#$各组内
AH,..

与
)<V*

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各组内
AH,..

与
CPO*

呈负相

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尿液中
AH,..

水平随
)<V*

的增加而升高!

AH,..

水平与糖尿病肾

病病程进展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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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0N

&是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之一(

发病率逐年增加(是导致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

&,2

+

'

其主要病理改变是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肾小球硬化*

8

+

(

临床症状为蛋白尿)水肿)高血压)肾功能异常等*

;

+

'

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

0N

的发生与多种细胞因子介

导的炎性反应关系密切(炎症学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

3,-

+

'白细胞介素
,..

$

AH,..

&是由
D%..

细胞)

D%&-

细胞)

N!

细胞及
AH/2

细胞群等分泌的炎症因

子(能与
AH,..

受体$

AH,..*

&相互作用并激活
AON,

%

)

DNO,

'

等的表达*

9,&2

+

'研究显示(

AH,..

与多种自身

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密切相关*

&2,&3

+

(本文旨在探

讨
AH,..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的病程进展之间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3

年
(

月至
.'&-

年
2

月的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其中男
2&

例(女
&(

例(年龄
&9

"

9-

岁(平均$

;-13g&-19

&岁'

全部患者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

&糖尿病诊断标

准(排除泌尿系感染)妊娠)其他肾脏疾病)心力衰竭

等疾病*

8

(

&-,&9

+

(该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对
;'

例糖

尿病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男
2&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13g&-19

&岁(糖尿病病程平均为

$

&&1-g(19

&年(

J̀A

为$

.(13'g21;8

&

Y

Z

"

U

.

(高血

压病史$

91-'g'1-&

&年(高脂血症病史$

81-'g&18&

&

年(

.-

例有糖尿病家族史'按
)<V*

将患者分为
2

组!

)<V*

$

.'

(

Z

"

U57

为正常清蛋白尿组$

.2

例&%

.'

(

Z

"

U57

&

)<V*

&

.''

(

Z

"

U57

为微量清蛋白尿

组$

&;

例&%

)<V*

%

.''

(

Z

"

U57

为大量清蛋白尿组

$

&.

例&

*

8

(

&-,.'

+

'

$1%

"

检测方法
"

所有受试者空腹
&'

"

&.%

后(采集

V0D<

抗凝静脉血和分离胶静脉血各
.UH

'非抗凝

血
2'''[

"

U57

离心
&'U57

(收集血清(用于检测血清

肌酐%抗凝血用于糖化血红蛋白$

?I<&\

&测定%同时

留取所有受试者
9%

尿液标本$留取晚上
&'

点至次晨

3

点的尿液(

&'

点尿液弃掉(

3

点尿液要留取'可正常

饮食&(检测尿清蛋白排泄率$

)<V*

&'根据血清肌

酐水平采用
/!0,VEA

公式计算肾小球滤过率$

CP,

O*

&(单位为
UH

#

U57

R&

#

&1-2U

R.

!

CPO*f&8&h

10&

$

6/[

"

+

(

&

&

B

h1*M

$

6/[

"

+

(

&

&

R&1.'(

h'1((2

年龄
*女

性
h&1'&9

+'女性!

+

f'1-

(

BfR'1.89

%男性!

+

f'1

(

(

BfR'18&&

'采用固相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9%

尿

液样本中的
AH,..

水平(人类
AH,..

定量检测试剂盒

购自
*i0

公司'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ETT.&1'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
MgF

表示(非

正态分布数据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N

$

!

.;

(

!

-;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ECB[6#7

相关分析(

!

$

'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各指标间相关性分析
"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

中(

AH,..

水平为$

.'1(;g&'193

&

bZ

"

UH

(

)<V*

水平

为
.&1''

$

-1-9

"

&;21.'

&

(

Z

"

U57

(

CPO*

为$

-91';g

.81;&

&

UH

#

U57

R&

#

&1-2U

R.

(

?I<&\

为$

(1'.g

.1''

&

@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AH,..

与
)<V*

呈正

相关$

?f'132(

(

!

$

'1'&

&%

AH,..

与
CPO*

呈负相关

$

?fR'188'

(

!

$

'1'&

&%

)<V*

与
CPO*

呈负相关$

?f

R'18;9

(

!

$

'1'&

&%

?I<&\

与其他指标无相关性'

%1&

"

各组间指标比较
"

按
)<V*

进行分组后(组间

比较显示(随着
)<V*

水平的增加(

AH,..

水平逐渐

递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各组内指标相

关性分析显示(

AH,..

与
)<V*

呈正相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正常蛋白尿组!

?f'183-

(

!

$

'1';

%微量蛋

白尿组!

?f'1;.2

(

!

$

'1';

%大量蛋白尿组!

?f

'19-2

(

!

$

'1'';

&%

AH,..

与
CPO*

呈负相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1';

&%

AH,..

与
?I<&\

无相关性(

见表
&

'

表
&

""

2

组患者各项指标水平比较#

MgF

$

组别
& )<V*

$

(

Z

"

U57

&

AH,..

$

bZ

"

UH

&

CPO*

$

UH

#

U57

R&

#

&1-2U

R.

&

?I<&\

$

@

&

正常清蛋白尿组
.2 913.g81.3 &;1.8g81'' 9;13&g.&1(. 91('g.1'3

微量清蛋白尿组
&; ;;182g2-1;3 ..132g91(& -91&;g.-18' (18-g.12(

大量清蛋白尿组
&. .8(199g2;1'3 .(1-9g&;122 3218&g.'1&8 913(g&1.9

&

"

讨
""

论

""

0N

是由糖尿病导致的严重的微血管病变*

&

(

&(

+

(

是终末期肾病患者的致死病因之一*

-

+

'

0N

的发病机

制十分复杂(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其病因与遗传)氧化

应激*

.&

+

)炎性反应)代谢紊乱)血流动力学紊乱)纤维

化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8,;

(

&(

(

..,.2

+

'研究发现(

0N

的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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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过程中(多种活化的免疫细胞与炎性因子在肾脏

堆积并相互作用(使正常组织结构纤维化(是最终导

致
0N

的关键环节*

2

+

'因此(多种细胞因子的联合检

测将为
0N

的预防及早期诊疗提供新的方向'

AH,..

于
.'''

年首次发现(其与
AH,&'

有
.2@

的同源性(因

此归入
AH,&'

家族*

9

(

&'

(

&8

(

&3

+

'近年来(

AH,..

作为一种

新型的细胞因子(其在多种炎症性疾病与免疫性疾病

中的作用已逐渐被人们所了解'

AH,..

参与多种疾病

的病理生理过程(主要通过
AH,..*&

"

AH,&'*.

组成

的跨膜受体复合物来发挥生物学作用(参与机体免疫

调节)宿主防御和组织修复等过程*

9,&'

(

&8

(

&3

+

'多项研

究显示(

AH,..

在银屑病)易位性皮炎)类风湿性关节

炎*

&3

(

.8

+及炎症性肠炎等患者体内呈现高表达*

&2,&;

+

%在

系统性红斑狼疮)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血液系统肿

瘤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下降(但对此结论仍存在争

议*

9

(

&2,&;

+

'

AH,..

是一把-双刃剑.(其既可以通过增加

分泌来抵御微生物的侵袭从而保护宿主(又会因分泌

过多而对机体造成损伤(其具体作用主要由受损组织

的性质及局部细胞因子环境来决定的*

&8,&;

+

'以往对

AH,..

的研究中(涉及肾脏疾病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

究初步表明
0N

的进展过程中始终伴随有
AH,..

参

与(未来的研究中应加大样本量(对具体的机制做进

一步的研究(从而有效利用
AH,..

对疾病预警)预防疾

病发生或控制病情进展(使
AH,..

有明确的)强有力的

理论依据服务于
0N

的诊疗'

'

"

结
""

论

""

尿液
AH,..

水平与
0N

的病程进展存在正相关(

说明
AH,..

参与了
0N

的发生)发展(也说明炎性反应

在
0N

的发生机制中起一定的作用'通过对这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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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

&

+

><0<G

(

T)NH

(

!<N><*WT1056\#]C[

M

#S

Z

C7C6[C,

"B$CK$#K5BIC$5\7C

b

%[#

b

B$%

M

57]B[5#L6B75UB"U#KC"6I

M

\L[[C7$$C\%75

=

LC6

*

G

+

1/#7$[5INC

b

%[#"

(

.'&&

(

&3(

$

&3(

&!

&3&,&-81

*

.

+

?VHHVJ+NTJ V

(

!V*T/?̀ <)JG

(

<̀!!V*T

(

C$

B"1FB"5K5$

M

#SI5#UB[YC[6

b

[CK5\$57

Z

#76C$#[

b

[#

Z

[C665#7

#S7C

b

%[#

b

B$%

M

57

b

B$5C7$6c5$%D

Mb

C.K5BIC$C6

!

B6

M

6,

$CUB$5\[C]5Cc

*

G

+

105BIC$JCK

(

.'&.

(

.(

$

;

&!

;3-,;--1

*

2

+ 李敏州(高彦彬(马鸣飞(等
1

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研究进

展*

G

+

1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

&9

$

..

&!

288,28(1

*

8

+ 张曦元(蒙陆丹(梁伟东
1.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患者血清炎

症因子的变化及替米沙坦的干预作用*

G

+

1

广西医科大学

学报(

.'&&

(

.9

$

2

&!

8&-,8&(1

*

;

+ 林子桐(张超(沈雪梅
1

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

G

+

1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8

(

.9

$

;

&!

-3;,--21

*

3

+ 李秀钧(邬云红
1

糖尿病是一种炎症性疾病, *

G

+

1

中华内

分泌代谢杂志(

.''2

(

&(

$

8

&!

.;&,.;21

*

-

+ 陈霞(王锋(汪年松
1

炎症在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

G

+

1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

(

&9

$

-

&!

32-,38'1

*

9

+ 孙奇
1AH,..

///炎症性疾病关键因子*

G

+

1

免疫学杂志(

.'&&

(

.-

$

(

&!

9.&,9.;1

*

(

+ 黄仕和(许四宏
1

白介素
..

*

G

+

1

生命的化学(

.''&

(

.&

$

;

&!

2(81

*

&'

+

>+H!!

(

>ADDVV

(

>ADDV!

(

C$B"1̀5#"#

ZM

#S57$C[,

"CLY57,..

*

G

+

1TCU57AUUL7#

b

B$%#"

(

.'&'

(

2.

$

&

&!

&-,2&1

*

&&

+

F+HEVV

(

D+)X+D J

(

TV*F<NDN

(

C$B"1JL"$5

b

B[B,

UC$[5\B7B"

M

656#S\

M

$#Y57C,K[5]C7%LUB7D%&-K5SSC[C7$5,

B$5#7[C]CB"6BK5SSC[C7$5B"[C

Z

L"B$5#7#SAH,&-B7KAH,..

b

[#KL\$5#7

*

G

+

1̀"##K

(

.''(

(

&&8

$

&-

&!

23&',23&81

*

&.

+

D*AO<*AT

(

TEADT ?1AH,..,

b

[#KL\57

Z

/08

Q

D\C""6

!

U5KK"C,UC7IC$cCC7$%C5UUL7C6

M

6$CUB7K5$6C7]5[#7,

UC7$

*

G

+

1VL[GAUUL7#"

(

.'&'

(

8'

$

(

&!

.23(,.2-&1

*

&2

+黄小丽(郭晓云(姜海行
1D%..

细胞在炎症免疫性疾病及

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G

+

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8

(

..

$

&2

&!

&9&.,&9&(1

*

&8

+岑瑜(郭晓云(姜海行
1

白介素
,..

在肝损伤中
G<!,

TD<D2

通路作用的研究进展*

G

+

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

(

.2

$

&8

&!

...9,..221

*

&;

+张轶(李晓英(师雷锋
1

白细胞介素
..

在疾病中的作用

*

G

+

1

免疫学杂志(

.'&-

(

22

$

9

&!

-&&,-&31

*

&3

+邵勤(高洪燕(周小莉(等
1AH,..

在类风湿关节炎中的表

达及临床意义*

G

+

1

中国免疫学杂志(

.'&-

(

22

$

&

&!

&'2,

&'-1

*

&-

+李新胜(张金成(王瑞英
1

血清
/

反应蛋白)白介素
3

和肿

瘤坏死因子
'

与
.

型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G

+

1

临床荟萃(

.'';

(

.'

$

(

&!

8(8,8(31

*

&9

+姚春莉
1

血清
AH,.

)

AH,9

及
DNO,

'

水平在
.

型糖尿病肾

病患者中的变化及意义*

G

+

1

中国实用医药(

.''9

(

2

$

.8

&!

2(,8'1

*

&(

+黄建芳(黄全海(张爱敏
1

检测
.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

AH,&9

)

<0EN

)

%6,/*E

和
/

M

6,/

的意义*

G

+

1

中国卫生检

验杂志(

.'&;

(

.;

$

&'

&!

&;-8,&;-31

*

.'

+

N<F<**+GO

(

J+*</

(

P+JVXJ

(

C$B"1A7S"LC7\C#S

[C7B"57]#"]CUC7$#7

b

C[5

b

%C[B"I"##K U#7#7L\"CB[\C""

C_

b

[C665#7IC%B]5#L[#S$LU#L[7C\[#656SB\$#[,B"

b

%BB7K

57$C["CLY57,357$

Mb

C.K5BIC$5\

b

B$5C7$6

*

G

+

1NC

b

%[#"05B"

D[B76

b

"B7$

(

.''9

(

.2

$

2

&!

(&(,(.31

*

.&

+

NAV0+>A/X0 J

(

0<HV!V0H1D%C[#"C#S#_5KB$5]C

6$[C6657K5BIC$5\\#U

b

"5\B$5#76

*

G

+

1/C"" 5̀#\%CU 5̀#,

b

%

M

6

(

.'';

(

82

$

.

&!

.9(,22'1

*

..

+吕蒙(胡高云(涂志军(等
1

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及抗糖

尿病化合物的研究进展*

G

+

1

中国新药杂志(

.'&8

(

.2

$

&

&!

&&2(,&&8;1

*

.2

+黄颂敏
1

糖尿病肾脏疾病诊断治疗指南解读*

G

+

1

中国实

用内科杂志(

.''9

(

.9

$

.

&!

(;,(-1

*

.8

+安丽欣
1

血清
AH,&9

(

AH,..

(

AH,.2

表达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中的意义*

G

+

1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

2(

$

-

&!

9'&,9'81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9,'.,&3

&

#

8-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

月第
2(

卷第
&8

期
"

A7$GHBIJCK

!

GL"

M

.'&9

!

F#"12(

!

N#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