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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胱抑素 C及同型半胱氨酸与 2型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分析

闫宇梅
渊晋煤集团总医院内分泌科袁山西 晋城 048006冤

摘 要院目的 探讨 CysC与 Hcy与 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遥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年 1月~12月收治的 2型糖尿病患
者 160例袁根据眼底照相结果分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渊DR组冤和糖尿病无视网膜病变组渊NDR组冤袁每组 80例袁同时选取健
康受试者 80例作为对照组遥 观察各组患者血糖尧 血脂尧 血清 CysC及 Hcy水平遥 结果 淤DR组和 NDR组 SBP尧DBP尧FBG尧
2hBG尧TG尧TC尧LDL-C尧BUN尧SCr尧HbA1C尧CysC和 Hcy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袁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 约0.05冤曰DR组和 NDR
组 HDL-C水平低于对照组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 约0.05冤曰DR组 SBP尧TG尧SCr尧CysC和 Hcy水平高于 NDR组袁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渊 约0.05冤遥于CysC与病程尧TG尧SCr尧Hcy呈正相关渊 =0.428尧0.490尧0.479尧0.215袁 约0.05冤袁与 BMI尧SBP尧LDL-C尧FBG
无明显相关性遥 盂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院TG尧SBP尧CysC和 Hcy为影响 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遥 结论 高

CysC及 Hcy水平是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因素袁CysC联合 Hcy检测对 2型糖尿病视网病变的诊治有一定指导意义遥
关键词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曰血清胱抑素 C曰同型半胱氨酸曰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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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Cystatin C and Homocysteine and Type 2 Diabetic Retinopathy
YAN Yu-mei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Jinmei Group,Jincheng 048006,Shanx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sC and Hcy and type 2 diabetic retinopathy.Methods A total of 16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were enrolled.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fundus
photography,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abetic retinopathy group (DR group)and diabetic non-retinopathy group (NDR group),80
cases in each group,and 80 health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Blood glucose,blood lipids,serum CysC and Hcy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each group.Results 淤The levels of SBP,DBP,FBG,2hBG,TG,TC,LDL -C,BUN,SCr,HbA1C,CysC and Hcy in DR
group and NDR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0.05);The HDL-C
levels in the DR group and the NDR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
0.05);the levels of SBP,TG,SCr,CysC and Hcy in the DR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DR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0.05).于Cys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course,TG,SCr and Hcy( =0.428,0.490,0.479,0.215, <
0.05),and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BMI,SBP,LDL-C and FBG. 盂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G,SBP,
CysC and Hcy were risk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ype 2 diabetic retinopathy.Conclusion High CysC and Hcy levels are risk
factors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CysC combined with Hcy detection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ic retin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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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血管病变（microangiopathy）是 2型糖尿病患
者最为常见且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1-3]，临床上常
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糖
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等为主要表现。
研究发现，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导致失明[4]。
研究表明，血清胱抑素 C（CysC）是理想的反映肾小
球滤过功能的内源性指标，在早期肾损伤诊断中敏

感性较高[5]，血清 CysC可作为预测 2型糖尿病早期
肾病的指标 [6]。近年来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
（Hcy）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与

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7]。但两者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本研

究通过检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中血清 CysC及
Hcy水平，了解其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探
讨血清 CysC 及 Hcy 预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价
值，为临床防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晋煤集团总医院 2017年 1月~
12月收治的 2型糖尿病患者 160例，本研究经医院
伦理会批准。根据眼底照相结果将所有患者分为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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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组（NDR组），每组 80例。同时按年龄和性别匹配
的原则选择同期体检的健康受试者 80例为对照组。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纳入标准 [4，5] 淤符合 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有典型糖尿病症状，空腹血糖（FBG）逸7.0 mmol/L，
或餐后 2 h血糖（2hBG）逸11.1 mmol/L；或随机血
糖逸11.1 mmol/L。典型糖尿病症状包括多尿、烦渴
多饮和难于解释的体重减轻。于符合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诊断标准：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国际临床分

级标准诊断；盂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排除标准 淤处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血糖
高渗性昏迷、急性心脑血管病等应激状态的患者；于
1型糖尿病、继发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或其他特殊类
型糖尿病的患者；盂眼外伤、眼部手术、其它眼内疾
病；榆合并严重心脏、肝脏及肾脏疾病的患者；虞并
发免疫性疾病并且接受激素治疗的患者；愚临床已
诊断为大血管病变的患者。

1.3观察指标 收集并对比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病程、体重指数（BMI）、收缩压（SBP）、舒张压（DBP）
等资料。所有患者禁食 8~10 h，次日清晨空腹静脉
采血 5 ml。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FBG、2hBG、
尿素氮（SUN）、血清肌酐（SCr）。酶法测定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
度脂蛋白（LDL-C）及 Hcy。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测定

血清 CysC。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所有
数据，计量资料以（ 依）表示，两变量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检验，多组间变量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变

量间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直线相关分析，以 约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因变量的各相关
因素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约0.05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三组患者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的比较 淤三组
患者性别、年龄和 BM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跃
0.05），具有可比性。于DR组和 NDR组 SBP、DBP、
FBG、2hBG、TG、TC、LDL -C、BUN、SCr、HbA1C、CysC
和 Hcy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约0.05），HDL-C水平低
于对照组（ 约0.05）；DR 组 SBP、TG、SCr、CysC 和
Hcy水平高于 NDR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约
0.05）。见表 1。
2.2 CysC及 Hcy与各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CysC
与病程（ =0.428）、TG（ =0.490）、SCr（ =0.479）、Hcy
（ =0.215）呈正相关（ 约0.05），与 BMI、SBP、LDL-C、
FBG无明显相关性。
2.3 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患者的危险因素：以有无视网膜病变作为因变量，以

表 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自变量进行非条
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SBP、SCr、CysC 和 Hcy

指标

男/女（n）
年龄（岁）

病程（年）

BMI（kg/m2）
SBP（mmHg）
DBP（mmHg）
FBG（mmol/L）
2hBG（mmol/L）

TC（mmol/L）
TG（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BUN（mmol/L）
SCr（滋mol/L）
HbA1C（%）
CysC（mg/g）

Hcy（滋mol/L）

对照组

39/41
52.40依10.51

/
25.49依5.14

115.61依18.42
69.60依9.62
4.62依0.51
6.62依0.72
3.72依0.54
0.92依0.23
1.59依0.20
1.81依0.49
6.10依0.56

56.23依13.42
4.59依0.34
0.54依0.06
6.25依1.06

NDR组
38/42

54.40依11.25
6.61依1.50

26.49依6.12
129.60依20.31*

76.61依10.95*

8.61依3.24*

9.62依3.72*

4.72依1.09*

2.12依0.89*

1.01依0.26*

2.56依0.76*

6.29依0.57*

66.42依11.43*

8.59依1.94*

0.86依0.11*

11.29依2.43*

DR组
41/38

53.41依10.91
7.12依1.81

26.32依4.80
139.60依21.23*翌

78.62依11.24*

8.91依3.12*

10.62依3.69*

4.89依1.12*

2.96依0.96*翌

0.96依0.24*

2.76依0.89*

6.32依0.66*

72.23依15.41*

8.96依2.14*

1.42依0.25*翌

18.25依3.52*翌

表 1 三组临床资料及及生化指标的比较渊n=80袁 依 冤

注：与对照组比较，* 约0.05；与 NDR组比较，翌 约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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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糖尿病患者发生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因素，见表 2。

3讨论
随着社会老年化进程的加快，糖尿病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其相应的并发症也随之增多。糖尿

病患者若长期血糖控制不佳，则可能出现微血管病

变，严重影响预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是常见的糖

尿病并发症，具有较高致死率，早期治疗对控制病情

发展极为关键，其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微血管病

变的主要疾病之一。

血清 CysC是一种非糖基化的半胱氨酸蛋白酶
抑制剂，生成速度及血液浓度稳定，几乎不受年龄、

性别、炎症反应和生理因素的影响，完全由肾小球滤

过，被认为是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一种理想的内源

性指标[8，9]。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被认为是 CysC的
主要分泌部位。作为糖尿病肾病的预测因素之一，

常与肾脏功能改变相关，有研究显示它与冠心病及

严重性也是相关的[10]。其水平升高被认为在老年性
黄斑变性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1]。本研究显示，
DR 组的血清 CysC 均高 NDR 组和对照组，血清
CysC升高影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研究结果
与胡丽[12]的研究相一致。

Hcy是一种含硫氨基酸，是体内甲硫氨酸循环
的正常代谢产物，是能量代谢和许多需甲基化反应

的重要中间产物。研究表明，糖尿病状态下出现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并与血管并发症相关[13]。近年来
研究表明，Hcy含量的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
独立危险因素[14]。Hcy与糖尿病神经病变、大血管病
变的相关关系已有大量研究，但是对于 Hcy与糖尿
病微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比较

DR组和 NDR组患者的血清 Hcy发现，2型糖尿病
合并视网膜病变患者 Hcy 浓度高于 2 型糖尿病无
视网膜病变患者，提示血清 Hcy与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综上所述，血清 CysC及 Hcy与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明显相关，CysC联合 Hcy检测对 2型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该疾病的治

疗提供一定的指导价值。本研究样本量较少，需要进

行更大样本的深入研究，以做到及早干预血管病变

的进展，为临床诊断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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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SBP
Scr

CysC
Hcy

B
0.041
0.232

-3.102
0.514

SE
0.011
0.049
1.081
0.089

Wald
5.114
7.324
5.324
9.561

0.031
0.026
0.015
0.031

OR（95%CI）
1.251（1.056~1.415）
1.294（1.126~1.574）
1.956（1.369~2.056）
1.712（1.425~1.826）

表 2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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