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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在
,

型糖尿病

治疗中!使用联合药物比使用单一药物其治疗效果更

明显"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
,

型糖尿病患者

在早期出现了胰岛素抵抗#

!!

$

"胰岛素抵抗是指组织

细胞对生理浓度的胰岛素的生物反应性不敏感"由

于未联合用药!导致药物对餐后血糖的控制不明显!

从而导致
V@>>),J'@

在
/

组和
/!

组下降不明显"

而
@/

水平比
&X/!I

水平在即时点血糖的变化上敏

感性更高#

!,

$

!出现
@/

水平在
/

组和
/!

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的情况"因此!应对
/

组进行长时间%多次

的跟踪随访及相应指标的检测!以指导临床调整用

药!达到控制效果#

!$

$

"

在
8

组中!

@/

%

V@>>),J'@

水平明显升高!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而
a'@

%

&X/!I

水

平却变化不大"该组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不了解和对

糖尿病的危害认识不足!夸大了降糖药物的不良反

应!而笔者对前后
,

次的随访跟踪时间较短!导致

&X/!I

水平的变化不明显"而从该组数据中也能看

出!检测
@/

比
&X/!I

在观察短期的血糖变化中更

有意义#

!*

$

"由于未进行治疗!使糖尿病病情进一步加

重!将会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提高"因此也

对该组进行长时间%多次的跟踪随访及劝导!防范病

情的进一步恶化"

马晓静等#

!+

$

%苏春燕#

!"

$

%张希尧等#

!0

$也证实了

@/

的治疗监测效果比
&X/!I

更具优势"一方面!

&X/!I

受红细胞寿命的影响!如近期输血和溶血%失

血造成的红细胞再生!慢性肾脏疾病患者贫血等所致

的红细胞寿命缩短均会降低
&X/!I

水平+此外!

&X/!I

的结果也会受到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贫血患

者等血红蛋白代谢异常情况的影响!不能真实反映患

者的血糖水平!而
@/

则不受以上因素影响#

!#)!3

$

!多

指标的联合监测在
,

型糖尿病的诊治中更具价值#

,%

$

"

!

!

结
!!

论

联合检测
a'@

%

@/

%

&X/!I

及
V@>>),J'@

对

于肇庆市城区
,

型糖尿病患者的疗效监测起到较好

的指导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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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灵敏度较其单独应用有明显提高!而特

异度则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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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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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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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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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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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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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升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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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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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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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表达水平与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分级有

关!临床上可通过检测血清中
1$

%

1*

%

/;>

%

/=>

水

平来辅助评估患者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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