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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泵脱敏在治疗胰岛素过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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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评价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注胰岛素"

9B!!

%的脱敏疗法在胰岛素过敏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本研究纳入

%

例对胰岛素过敏且血糖控制不佳的
%

型糖尿病患者!采用
9B!!

脱敏疗法进行治疗!脱敏后调整为睡前皮下注射甘精胰岛素联合

口服降糖药治疗&结果
!

%

例患者在
9B!!

脱敏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注射部位均未出现过敏反应!改为睡前皮下注射甘精胰岛素联

合口服药治疗后亦无不良反应!血糖亦得到了良好控制&结论
!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注胰岛素可用于对胰岛素过敏患者的脱敏

治疗&

关键词"胰岛素$脱敏法!免疫$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注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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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胰岛素过敏现象是外源性胰岛素治疗糖尿病过程中一种

少见的不良反应)有报道显示#对动物胰岛素过敏的发生率为

$(Y

$

)(Y

#而对重组人胰岛素过敏的发生率不到
$Y

'

$E)

(

)

尤其是
%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率更低'

'

(

)尽管如此#如果胰岛素

过敏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糖尿病的治疗)本研

究通过对
%

例胰岛素过敏患者的治疗来评价胰岛素泵持续皮

下输注胰岛素$

3/7.;74/4@@4L34.57,/4@;7@42;7;704@;/7

#

9B!!

&

的脱敏疗法在胰岛素过敏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实践提供

更多的参考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病例
$

!患者#女#

H(

岁#确诊
%

型糖尿病
$'

年)先后予以

二甲双胍*优降糖等口服降糖药治疗)入院前
)

年#患者因血

糖控制不佳#遂改为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优泌

林
>(

"

)(

&治疗
%(8

后#出现皮肤发红#散在多个大小不等的圆

形红色皮疹#高出皮肤表面#周围无充血水肿#瘙痒不适#无心

慌气短*呼吸困难等全身症状)先后换用
)(

"

>(

混合重组人胰

岛素注射液$甘舒霖
)(D

&*门冬胰岛素
)(

注射液$诺和锐
)(

&

等治疗#仍有上述表现#并且在上肢以及背部等非注射部位反

复出现大小不等的风团#空腹末梢毛细血管血糖波动于
$H

PP/2

"

V

左右)入院前
$

个月改为皮下注射甘精胰岛素$来得

时&

%'A

"

8

#联合亚莫利
'P

<

$

次"天#格华止
*Z(P

<

%

次"天

降血糖)本 次 因 门 诊 复 查 空 腹 末 梢 毛 细 血 管 血 糖 为

%(PP/2

"

V

#糖化血红蛋白为
G&*Y

#全身瘙痒收入本科)

入院后诊断为
%

型糖尿病#胰岛素过敏反应)立即停用甘

精胰岛素#继续使用亚莫利
'P

<

$

次"天#格华止
*Z(P

<

%

次"天#加用拜唐苹
Z(P

<

)

次"天#氯雷他定$开瑞坦&

$(P

<

$

次"天)空腹末梢毛细血管血糖
$)

$

$HPP/2

"

V

#餐后末梢毛

细血管血糖
$%

$

$GPP/2

"

V

%入院
Z8

后局部皮疹和硬结消

退#第
H

天开始
9B!!

脱敏治疗)以门冬胰岛素$诺和锐&

(&(Z

A

"

K

为开始剂量#以后每天剂量加倍#脱敏治疗第
Z

天#诺和锐

(&*A

"

K

$

(&(Z

*

(&$

*

(&%

*

(&'

*

(&*A

&#空腹末梢毛细血管血糖

降至
>&*PP/2

"

V

#餐后波动于
$$

$

$)PP/2

"

V

#皮下置管处以

及周身未再出现皮疹与硬结#脱敏治疗第
H

天停用胰岛素泵#

改为睡前甘精胰岛素$来得时&

$HA

皮下注射#观察
%8

后注射

部位未出现皮疹与硬结#次晨空腹末梢毛细血管血糖
>&$

PP/2

"

V

#局部无不良反应#脱敏成功)出院方案!在注射甘精

胰岛素的基础上继续口服亚莫利
%P

<

$

次"天#格华止
*Z(P

<

%

次"天#拜唐苹
Z(P

<

)

次"天#随访
H

个月均无不良反应

发生)

病例
%

!患者#女#

Z*

岁#确诊
%

型糖尿病
H

年#口服降糖药

治疗#空腹末梢毛细血管血糖波动在
H

$

>PP/2

"

V

)入院前
'

个月#空腹末梢毛细血管血糖波动在
$(&G

$

$H&$PP/2

"

V

#糖

化血红蛋白为
$(&)Y

)予每晚睡前甘精胰岛素
$(A

皮下注

射#患者使用后注射处周围皮肤出现散在多个大小不等的圆形

红色皮疹#伴瘙痒#周围无充血水肿#无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等

全身 症 状)患 者 多 次 查 空 腹 末 梢 毛 细 血 管 血 糖 均 在

$(PP/2

"

V

以上)

)

个月前将甘精胰岛素改为门冬胰岛素$诺

和锐
)(

&#三餐前分别
$%

*

H

*

$%A

皮下注射#患者注射处周围

皮肤仍出现多处红色皮疹#瘙痒无法耐受#遂入院)

入院后诊断为
%

型糖尿病#胰岛素过敏反应)第
$

天晚上

以门冬胰岛素$诺和锐&

(&(ZA

"

K

开始#以后每天剂量加倍#脱

敏治疗第
Z

天开始#诺和锐每天增加
(&$A

"

K

#至第
G

天诺和

>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锐泵入速度调为
(&GA

"

K

$

(&(Z

*

(&$

*

(&%

*

(&'

*

(&Z

*

(&H

*

(&>

*

(&*

*

(&GA

&)空腹末梢毛细血管血糖降至
H&ZPP/2

"

V

#餐后

末梢毛细血管血糖波动于
*&%

$

$(&>PP/2

"

V

#皮下置管处以

及周身未出现皮疹与硬结#胰岛素脱敏治疗有效)脱敏治疗第

$(

天停胰岛素泵#改为睡前甘精胰岛素$来得时&

*A

皮下注

射#观察
%8

后注射部位未再出现皮疹与硬结#次晨空腹末梢

毛细血管血糖
>&ZPP/2

"

V

#同意出院随访)出院治疗方案!睡

前甘精胰岛素$来得时&

*A

皮下注射#同时口服诺和龙
%P

<

)

次"天#格华止
*Z( P

<

%

次"天#随访
H

个月均无不良反应

发生)

B

!

结
!!

果

%

例胰岛素过敏患者在
9B!!

脱敏治疗的起始及加量过程

中均未出现皮肤瘙痒*红斑*硬结等症状#注射局部亦无风团出

现)脱敏结束后改用睡前皮下注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甘精胰

岛素$来得时&联合口服降糖药治疗后亦无上述症状出现#脱敏

治疗成功)

C

!

讨
!!

论

胰岛素过敏是由
!

<

S

介导的一种局部或全身速发型*迟发

型超敏反应)根据患者的不同反应#主要分为局部过敏和全身

过敏)前者表现为皮肤瘙痒*红斑*硬结%后者可出现荨麻疹*

浮肿*麻木*瘙痒*呼吸困难*溶血性贫血#甚至出现过敏性休

克'

ZEH

(

)

引起胰岛素过敏的原因包括!胰岛素制剂中包含的杂质*

某些添加成分$如锌*鱼精蛋白&及胰岛素分子本身等)随着生

产工艺的提高#由制剂中杂质成分引起的过敏反应已经非常少

见)对于胰岛素过敏发生的机制#早期有学者认为是使用的动

物胰岛素与人胰岛素之间氨基酸组成的差异所致)目前#认为

制剂中高浓度的胰岛素可形成多聚体形式#在注射局部发生聚

合物形成大分子而产生免疫原性'

>

(

#促进抗体生成而发生过

敏)此外#胰岛素过敏可能还与过敏体质及遗传因素有关'

*

(

)

对于胰岛素过敏但必须使用胰岛素治疗的重症糖尿病患

者可采用胰岛素脱敏治疗)在排除胰岛素注射技术问题的前

提下#可更换胰岛素的种类*多次*多部位注射*加用抗组胺药

或糖皮质激素等)但传统的脱敏方法不仅耗时费力#而且效果

亦不理想)自
$G**

年国际上开始出现用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

注胰岛素$

9B!!

&治疗糖尿病患者胰岛素过敏的报道之后'

G

(

#胰

岛素泵的使用越来越多)同时#随着胰岛素类似物的出现#

9B!!

脱敏治疗
$

型或
%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过敏的方案也越

来越多#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

G

(

)由于速效胰岛素类似物经

结构改造后不易在皮下形成六聚体#皮下停留时间缩短使其免

疫原性减弱#故近年来#

9B!!

治疗胰岛素过敏大多采用速效胰

岛素类似物泵入'

'

(

)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9B!!

脱敏治疗的方案需因人而异)

15.K,4

等'

$(

(以
(&(($A

"

K

为起始泵速#如无过敏表现每隔

$Z

$

)(P;7

将泵速加倍#每日调整
H

$

>

次#直至治疗剂量)亦

有研究从
(&($

$

(&$A

"

K

起始#逐渐增加泵速以达到脱敏治疗

效果'

$$E$%

(

)本研究中
%

例患者的初始剂量均为
(&(ZA

"

K

)第

$

例采用每天剂量加倍的方法#第
%

例从脱敏治疗的第
Z

天开

始#胰岛素每天增加
(&$A

"

K

#至第
G

天达患者需要的最大基

础量)因此#用
9B!!

进行脱敏治疗的方案需因人而异)过敏

反应越重起始剂量越小#加量过程越慢)

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应用
9B!!

进行胰岛素脱敏的成功经

验'

'

#

$$E$'

(

#但并非对所有胰岛素过敏患者#

9B!!

的脱敏效果都

相同)

+46578

等'

$Z

(报道#对胰岛素过敏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在应用
9B!!

脱敏后#大约
>

周后过敏反应复发)可见#并不是

所有胰岛素过敏患者在应用
9B!!

脱敏后都能完全缓解)

9B!!

脱敏治疗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推测可能是
9B!!

导致

了
!

<

T

抗体封闭%另外#持续*小剂量胰岛素的输注#使胰岛素

迅速吸收#从而减少了局部过敏反应的时间)因此#

9B!!

可降

低过敏反应的强度和速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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