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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空腹血糖浓度
"

型糖尿病"

<"-V

$患者餐后胰岛素和
,

肽释放水平变化特点!了

解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方法
"

选取
"'!3

年
!

月至
"'!:

年
3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南川区人民医院收治的

<"-V

患者
&7"

例!以
<"-V

患者空腹血糖"

R)Q

$为依据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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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取
%'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

各组在空腹时与口服
:%

2

无水葡萄糖后于
'$%

%

!$'

%

"$'

%

#$'B

分别采集静脉血
"4U

!采用化学发光方法测定

其各点胰岛素和
,

肽水平!并分别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
"

<"-V

患者空腹时胰岛素及
,

肽水平略高于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进食后对照组与
<"-V

患者
.

%

]

%

,#

组胰岛素%

,

肽水平均上升!对照

组于餐后
!$'B

升至峰值!餐后
#$'B

逐渐恢复正常!而
<"-V

患者于餐后
"$'B

升至峰值!至餐后
#$'B

有所

下降!但仍无法恢复至正常水平&

<"-V

患者
.

%

]

%

,

组在
'$%

%

!$'

%

"$'B

胰岛素%

,

肽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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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V

患者胰岛
"

细胞功能随血糖升高而降低!测定胰岛素及
,

肽

能够为临床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及指导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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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主要标志的内分泌代谢性

疾病)

"

型糖尿病$

<"-V

%是以胰岛素抵抗为主#伴

胰岛素分泌不足#至以胰岛素分泌不足为主伴胰岛素

抵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V

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逐年增高趋势)据文

献报道#

<"-V

的发病率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
7'+

以上'

!

(

)胰岛素和
,

肽是由胰岛素原在胰腺经蛋白

酶和羧肽酶的作用下生成#循环至血液中共同参与糖

的代谢)血中的胰岛素在肝脏被灭活#单测定血清胰

岛素尚不能确切反映胰岛
"

细胞的分泌状态#而且体

内的胰岛素抗体&胰岛素原&外源性胰岛素等均不会

影响
,

肽在血液中的水平#检测血清
,

肽水平能更加

准确反映胰岛
"

细胞的功能'

"

(

)本研究通过对

"'!3

年
!

月至
"'!:

年
3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南川

区人民医院确诊的
&7"

例
<"-V

患者进行胰岛素&

,

肽释放试验#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了解
<"-V

胰岛
"

细胞功能#以便于糖尿病分型及指导临床治疗)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3

年
!

月至
"'!:

年
3

月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南川区人民医院确诊并收治入院

的
&7"

例
<"-V

患者#其中男
"3(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糖尿病病程$

:$3b3$7

%年+均符合
Z^e

提出的糖尿病诊断'

#

(

)根据空腹血糖$

R)Q

%水平将

&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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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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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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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同时选取
%'

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南

川区人民医院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7

例#

女
"!

例+年龄
#3

!

:(

岁)对照组均无糖尿病史#且

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胰岛素&

,

肽水平等均正

常)

.

&

]

&

,#

组及对照组在性别&年龄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B

"

方法

A$B$A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美国
.JJ=@@.#3''

流

水线$

,!3'''

生化分析仪&

P"'''

免疫分析仪%#血糖

试剂购自中雅公司#胰岛素&

,

肽试剂购自美国雅培

公司#血糖&胰岛素&

,

肽质控品均购自朗道公司#血

糖校准品购自中雅公司#胰岛素&

,

肽校准品购自美

国雅培公司)

A$B$B

"

检测方法
"

#

组于受试前禁食
!"B

#第
"

天清

晨空腹采集静脉血$记为
'$'B

%+立即嘱患者口服葡

萄糖$

:%

2

无水葡萄糖溶于
"%'4U

水中%#分别于
'$

%

&

!$'

&

"$'

&

#$'B

各抽血
!

次)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

$

eQ<<

%前一日晚餐后禁食
(

!

!&B

至次日晨
(

!

#'

$最迟不超过上午
7

!

''

%#期间不能饮食&运动等#运用

.JJ=@@.#3''

流水线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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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B

各点葡萄糖&胰岛素&

,

肽)标本检测严格按照仪器

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并按室内质控要求严格质

控#所有检测均在质控结果在控后进行)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

与
0iE?D"'':

对

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8bA

表示#采用
?

检验#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各组不同时间
R)Q

水平比较
"

.

&

]

&

,#

组

<"-V

患者的
R)Q

水平在
'$'

&

'$%

&

!$'

&

"$'

&

#$'B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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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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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不同时间
R)Q

水平比较$

8bA

)

4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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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 '$'B '$%B !$'B "$'B #$'B

对照组
%' &$"%b'$&7 3$:7b!$&% :$(!b!$3" %$7:b!$'" &$73b'$:3

.

组
"3% ($%:b!$&#

,

!'$7:b"$!#

,

!&$:!b"$77

,

!3$(%b#$7:

,

7$!7b!$(:

,

]

组
!&! !"$!3b!$'&

,

!%$#&b"$3:

,

!($!7b"$7&

,

"!$3:b#$"#

,

!7$37b#$&%

,

,

组
(3 !%$:3b!$#%

,

!($%#b#$"!

,

"!$3:b#$(7

,

"&$&3b&$#&

,

""$'7b#$7#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表
"

""

各组不同时间胰岛素释放水平比较$

8bA

)

$

g

&

4U

%

组别
' '$'B '$%B !$'B "$'B #$'B

对照组
%' !'$"(b#$%( #&$%!b!!$(7 %:$!&b"!$!# &"$#(b!($(" !"$&(b%$:7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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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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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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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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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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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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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3$&! !:$%(b($7:

,

"!$!!b($:%

,

"7$""b!!$(!

,

!7$:"b!'$7#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B$B

"

各组不同时间胰岛素释放水平比较
"

.

&

]

&

, #

组
<"-V

患者空腹时胰岛素水平略高于对照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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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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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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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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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V

患者在
'$%

&

!$'

&

"$'B

胰岛素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但在
#B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B$C

"

各组不同时间
,

肽水平比较
"

.

&

]

&

,#

组

<"-V

患者
,

肽水平与对照组在
'$'B

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在
'$%

&

!$'

&

"$'B

低于对照组#

在
#$'B

时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不同时间
,

肽水平比较$

8bA

)

6

2

&

4U

%

组别
' '$'B '$%B !$'B "$'B #$'B

对照组
%' !$#!b'$37 #$%(b!$&! %$3!b"$'% #$7"b!$:! !$3:b'$(%

.

组
"3% !$:#b'$(( "$#&b!$'7

,

"$(#b!$"3

,

#$(!b!$&3

,

"$&3b!$#7

,

]

组
!&! !$%#b'$:& "$!:b!$'"

,

"$%"b!$"#

,

#$##b!$#:

,

"$"!b!$!"

,

,

组
(3 !$&!b'$%3 !$(7b'$7&

,

"$"!b!$!!

,

"$(#b!$"&

,

"$'!b'$73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C

"

讨
""

论

""

"

型糖尿病是以胰岛素抵抗伴有胰岛
"

细胞功能

缺陷为主要特点'

&

(

)胰岛素是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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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氨基酸组成

的小分子蛋白质#由胰腺的
"

细胞分泌)

,

肽是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3!1!'

# 的连接

肽#由胰岛素原在转化酶的作用下降解形成肽类物

质)血清
,

肽可以反映胰岛
"

细胞的储备功能#并且

不会受到外在胰岛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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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献报道#

"

型糖

尿病患者血清
,

肽随着血糖水平升高而逐渐降低#随

着病情的延长表达水平会相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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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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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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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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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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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功能出现障碍)

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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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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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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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的胰

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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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储备良好)对照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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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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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进食后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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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水平均上升#对照组胰岛

素&

,

肽的峰值均出现于餐后
!B

#其峰值达到空腹胰

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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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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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且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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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恢复正常#这

与其他文献报道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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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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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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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泌曲线

较平缓#曲线下降缓慢#分泌高峰均出现于餐后

"$'B

#至餐后
#$'B

有所下降#但仍不能恢复至正常

水平#且
#

组在
#$'B

的胰岛素和
,

肽反应较高#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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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具有一定储备及反应能力)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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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延后#且明显降低#说明胰岛细胞存在内分泌

迟缓的现象#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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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胰岛功能已经显

现出一定损伤#需要采取外源性胰岛素进行治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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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害作用#使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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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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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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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

的分泌能力增加#但长期的高血糖水平造成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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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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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作用#能使胰岛素含量分泌减少#逐渐处于衰竭状

态)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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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年龄的关系密切#肥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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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机体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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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及胰岛素的表达#是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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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可逆的)临床资料证实#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不

但使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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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泌功能获得改善#甚

至胰岛素分泌功能也能部分恢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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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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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机制本身十分复杂#而

大多数
<"-V

患者不注重胰岛功能的检测#仅根据血

糖浓度盲目治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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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早做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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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素释放试验#早发现胰岛细胞损伤程度#尽快恢复

胰岛细胞功能#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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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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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释放实验可以对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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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功能进

行评价#临床治疗时可根据患者的胰岛功能适当调节

胰岛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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