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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眼血流动力学的研究

陈小燕!邢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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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了解
!

型糖尿病患者眼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情况%方法
!

采用彩色多普勒能量显像"

EKLP

$技术检测
,(

例"

*"

眼$

!

型糖尿病患者和
,)

个"

*#

眼$健康人眼动脉"

Q4

$&视网膜中央动脉"

ER4

$&睫状后动脉"

JE4

$的收缩期峰值流速

"

JSc

$和舒张末期峰值流速"

LKc

$及阻力指数"

RP

$!并比较上述血流动力学参数的结果%结果
!

!

型糖尿病患者
Q4

的
LKc

明

显低于健康人!

RP

明显高于健康人"

L

$

"%"(

$!而
JSc

和健康人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L

%

"%"(

$#

!

型糖尿病患者
ER4

和

JE4

的
JSc

和
LKc

明显低于健康人!而
RP

明显高于正常人"

L

$

"%"(

$%结论
!

!

型糖尿病患者眼血流动力学参数有明显的变

化!采用
EKLP

技术检测眼血流动力学对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早期诊治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糖尿病!

!

型#彩色多普勒能量显像#收缩期峰值流速#舒张末期峰值流速#阻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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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B:6:1<:AA/671

#

KX

&是一组以慢性血糖水平增

高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其由于胰岛素分泌和$或&作用缺陷所

引起'长期的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可引起多

系统损害#导致眼(肾(神经(心脏(血管等组织器官的慢性进行

性病变#功能减退及衰竭)

$

*

'糖尿病病程超过
$"

年#大部分糖

尿病患者可合并不同程度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是失明的

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的视网膜血流

动力学异常直接影响视网膜的微循环状态#因此通过检测眼血

流动力学参数可以早期观察视网膜的微循环情况)

!

*

'本研究

通过测定
!

型糖尿病患者和健康人眼血流动力学参数#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眼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情况#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眼

科门诊就诊的
,(

例$

*"

眼&

!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常规眼底

检查均未发现明显视网膜病变#停用可能影响血流动力学改变

的药物
!

周%根据
$'')

年
YZQ

糖尿病诊断标准$外周静脉血

浆血糖浓度#空腹大于或等于
*%"<<.A

"

\

或服糖后
!9

大于

或等于
$$%$<<.A

"

\

&'同时选择同期在本院体检的
,)

个$

*#

眼&健康人$对照组&作对照比较#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排除眼部疾病(糖尿病(高血

压及肾病#眼科检查均正常#未服用任何影响眼血液流变学的

药物'上述组间的性别分布和年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

&#具有可比性'

>%?

!

研究方法)

(

*

!

采用彩色多普勒能量超声显像$

EKLP

&仪#

探头频率为
$"XZG

#取样容积
$%(<<

'受检者取仰卧位#自

然闭合双眼#将探头轻置于眼睑处#首先获得视神经的影像#沿

着视神经寻找到眼动脉$

.

;

969>A</=>?6:?

8

#

Q4

&的血流图像%

在视神经暗区距球壁
$%"=<

处寻找视网膜中央动脉$

=:26?>A

?:6/2>A>?6:?

8

#

ER4

&的血流图像%在视神经旁球后
"%(=<

左右

处寻找睫状后动脉$

;

.16:?/.?=/A/>?

8

>?6:?

8

#

JE4

&的血流图像'

分别获得清晰血流频谱后#测取
Q4

(

ER4

及
JE4

的收缩期

峰值流速$

;

:>O1

8

16.A/=C:A.=/6

8

#

JSc

&和舒张末期峰值流速

$

:2--/>16.A/=C:A.=/6

8

#

LKc

&#取
,

个频谱测量其平均值#双眼

同时检测#并计算阻力指数$

?:1/16/C:/2-:]

#

RP

&#其公式为!

RPg

$

JSc3LKc

&"

JSc

'所有检测均由同一操作人员

完成'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SJ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检测结果用
Nf?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7

检验比较
!

型糖

尿病患者和人群的眼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差异'上述分析均采

用双侧检验#以
)

g"%"(

为统计学水准#

L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结
!!

果

?%>

!

眼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比较
!

比较组间眼动脉血流动

力学参数发现#糖尿病组的
LKc

明显低于对照组$

L

$

"%"$

&#

RP

明显高于对照组$

L

$

"%"$

&#而
JSc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组间眼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比较 #

Nf?

%

组别
$

眼
JSc

$

=<

"

1

&

LKc

$

=<

"

1

&

RP

糖尿病组
,( *" !'%(,f(%)$ (%"$f$%!! "%)!f"%"#

对照组
,) *# ,$%$)f(%&* '%$&f,%," "%*"f"%$!

7 $%**" '%))# *%'!)

L "%"*' "%""" "%"""

?%?

!

视网膜中央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比较
!

比较组间视网

膜中央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发现#糖尿病组的
JSc

和
LKc

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RP

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组间视网膜中央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比较 #

Nf?

%

组别
$

眼
JSc

$

=<

"

1

&

LKc

$

=<

"

1

&

RP

糖尿病组
,( *" )%"'f!%,$ !%!*f$%$* "%*"f"%$)

对照组
,) *# $"%,#f!%&( ,%(,f$%"# "%#&f"%$#

7 (%*,' #%)!) !%!""

L "%""" "%""" "%"!'

?%@

!

睫状后短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比较
!

比较组间睫状后

短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发现#糖尿病组的
JSc

和
LKc

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RP

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组间睫状后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比较 #

Nf?

%

组别
$

眼
JSc

$

=<

"

1

&

LKc

$

=<

"

1

&

RP

糖尿病组
,( *" )%#$f!%"( !%(#f$%") "%#'f"%$(

对照组
,) *# $$%*"f,%!# &%",f$%"" "%#,f"%$(

7 #%**$ )%(,& !%(*#

L "%""" "%""" "%"$$

@

!

讨
!!

论

糖尿病可引起全身主要器官的微血管病变#糖尿病发展到

一定程度可引起视网膜微血管病变'微血管改变在早期是可

逆的功能性改变#随着疾病的进展#出现代谢异常#使血管发生

病理变化)

,

*

'其机制可能为)

&

*

!$

$

&糖尿病患者处于高血糖状

态#血液渗透压增高#血液黏度增加#血流缓慢%$

!

&红细胞内的

糖酵解异常#导致功能异常#进一步加重血流缓慢的程度%$

,

&

高血糖还使红细胞糖基化#红细胞变形能力减低#极易引起大(

小血管的硬化(闭塞'通过彩色多普勒能量显像技术可以检测

糖尿病患者眼微血管改变早期血流动力学参数来发现这种病

理改变#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
JSc

(

LKc

以及
RP

'研究发现#

JSc

受年龄(性别的影响较大#而
LKc

相对稳定#能够反映远

端组织的血流灌注状态'

RP

反映的是血管血流动力学特点#

指数高表明远端血管阻力大#血流量少#说明血管阻力增加#血

流缓慢#影响组织的血液灌注)

!

*

'糖尿病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改

变是以血流灌注阻力增加为主要特征#表现在眼动脉血管内径

和横断面积减少#

JSc

和
LKc

下降#

RP

上升#组织的血流灌注

状态下降#视网膜的血供不足)

(

*

'眼动脉(视网膜中央动脉和

睫状后动脉供应视网膜各层#尤其视网膜中央动脉作为眼动脉

的主干分支是营养视网膜内层惟一的终末动脉#是维持视觉功

能的重要组织'它们的血流动力学持续改变可能直接影响视

网膜的微循环状态'因而对
Q4

(

ER4

和
JE4

进行血流动力

学检测可以反映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的供血情况)

#

*

'

本研究通过检测糖尿病患者的
Q4

(

ER4

和
JE4

的
JSc

(

LKc

以及
RP

#结果显示
!

型糖尿病患者
Q4

的
LKc

明显低于

健康人#

RP

明显高于健康人#而
JSc

在两组之间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

L

$

"%"(

&'

!

型糖尿病患者
ER4

和
JE4

的
JSc

和
LKc

明显低于健康人#而
RP

明显高于健康人'糖尿病患者

在视网膜病变早期已经发生眼部血流动力学异常#由于早期无

自觉症状#采用眼底镜检测不容易发现#

EKLP

技术可以早期动

态检测糖尿病患者病程发展中眼球血管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情

况#提供一种较好的方法来评估糖尿病患者的视网膜微循环状

态#以指导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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