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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的一种严重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由于长期高糖而致机体脏器和血管组织

代谢异常$引起神经及血管组织的改变$视网膜微血

管通透性增加$造成眼部血管闭塞$导致营养流失和

视网膜功能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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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糖尿病是全球各发达

国家最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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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糖尿病患者逐

年增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率和致盲率也呈上涨

趋势$患病年龄段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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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十分明确$由于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过程中

有多种炎性反应因素的参与$有学者认为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可能是一种慢性#低度炎症连锁反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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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细胞表面或是分布在细胞外基质中$对细胞间的

紧密连接#维持其正常形状以及细胞间的信号传递起

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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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为上皮间质转化的上皮标志物%国

外文献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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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体中骨膜蛋白高表达于多种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这表示骨膜蛋白有可能成为治疗

眼部疾病的靶点%目前这两个因子与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尚无相关研究$本文就血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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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发生的微血管

病变$病变过程包括白细胞聚集#黏附和移动#血流动

力学改变和血管渗透压增加&

.

'

$糖尿病患者因为血液

成分发生改变而引起细胞功能障碍$使血
/

视网膜无法

正常运作%糖尿病可引起两种类型的视网膜病变$增

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非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增殖

性的视网膜病变是因为视网膜纤维增生刺激新生血

管生长$导致视网膜脱落$还可能引起视力严重下降

或失明%因此$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早

期筛查及治疗方法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多种机

制参与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主要包括高血

糖#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多元醇
/

肌醇代谢障碍#线

粒体的损伤#血流动力学异常#氧自由基的形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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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理过程中$牵涉到多种

细胞的迁移和分化$如血管内皮细胞#视网膜胶质细

胞等%骨膜蛋白是存在于细胞间基质内的一种可溶

性分泌型黏附蛋白$可以促进血管基质蛋白分泌#血

管平滑肌细胞增生$可诱导血管新生$并且参与多种

组织器官的纤维化过程&

(

'

%相关文献报道表明&

!%

'

$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玻璃体中骨膜蛋白水平明显升

高$并且在增生性
"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中$合

并纤维血管膜(

RNM

)者玻璃体中骨膜蛋白水平高于

无
RNM

者$说明骨膜蛋白异常升高在此疾病的发展

中存在一定的作用%本研究发现血清骨膜蛋白水平

在增生性
"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最高$说明血清骨

膜蛋白对增生性
"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非增生性
"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
RNM

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相关研究还提示$纤维血管膜上的纤维母细胞等同样

可以增加骨膜蛋白的水平$高水平的骨膜蛋白再以自

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参与
RNM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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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提

示$注入骨膜蛋白特异性中和抗体可以延缓眼底病变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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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黏附分子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展过程中起

着一定的作用$黏附分子家族庞大$包括选择素家族#

钙黏附素家族#整合素家族等&

!&

'

%

Y

钙黏附素是一种

抑制肿瘤侵入和转移的黏附分子蛋白$在维持正常上

皮组织形态的稳定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它的功能障碍

和结构缺失将会导致上皮细胞发生病变$在血管内破

损#毛细血管堵塞及新生血管的生成中起关键作

用&

!$

'

%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体内发现
Y

钙黏

附素水平显著增高$相关研究发现其水平与糖尿病类

型和患病时间无关&

!1

'

$在视网膜脱离病变或玻璃体出

血时$

Y

钙黏附素水平无明显差别$提示分子炎症机

制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新生血管生成和纤

维化过程中有着一定作用%对于
"

型糖尿病患者$可

以通过抑制
Y

钙黏附素的相关表达$降低内皮细胞激

活#糖化清蛋白等$起到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

!)

'

%

国外相关研究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
Y

钙黏

附素存在过度表达的现象&

!.

'

%

本研究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血清骨膜蛋

白与
Y

钙黏附素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升高$且随

病症加重有增加趋势$血清骨膜蛋白#

Y

钙黏附素水

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呈正相关%

LA

9

+,7+<

回

归分析显示$高血压#

UZM4/J0

#骨膜蛋白与
Y

钙黏

附素是
"

型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危险因素$

密切监测这些指标的水平变化$指标升高提示可能会

增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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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宜昌市妇幼保健院确诊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和同期入住该院的
""1

例机械通气未感染者作为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血清
P03

%

32X/&

水平和
P3JS

评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0ZP

曲

线$分析
P03

%

32X/&

水平和
P3JS

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的诊断价值&结果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组患者血

清
P03

%

32X/&

水平和
P3JS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G

$

%#%1

$&

0ZP

曲线分析显示!

P03

%

32X/&

水平和

P3JS

评分的
0ZP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

%

%#'(

和
%#(1

!诊断灵敏度分别为
'.#)[

%

'%#)[

和
'&#)[

!特异度

分别为
.%#1[

%

'"#1[

和
."#1[

&结论
"

P03

%

32X/&

水平联合
P3JS

评分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较高诊断价

值!可提高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P/

反应蛋白#

"

穿透素
/&

#

"

临床肺部感染评分#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

!

!%#&()(

"

*

#+,,-#!).&/$!&%#"%!(#!&#%"1

中图法分类号"

0$$)#!

!

01)&#!

文章编号"

!).&/$!&%

"

"%!(

$

!&/!)&%/%$

文献标识码"

I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一种由多种病原菌感染引

起的在气管插管下行机械通气大于
$'5

至拔管后
$'

5

内发生的医院内获得性肺炎$可导致临床住院时间

延长#机械通气失败#预后不良$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目前$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病原菌的检测尚缺乏比较

快速理想的诊断方法%因此$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进

行早期诊断和病情评估$有利于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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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P03

)是肝脏在感染#组织损伤和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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