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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辛酸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疗效观察

李正芳!陈中沛!方
"

芳!朱丹平!

"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
)

硫辛酸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

>;

#的疗效$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

院确诊为早期
>;

患者
(G

例!随机分为
%

组!每组
:G

例$联合组予凡可佳每日
3))-

J

l)4*T

生理盐水
:G)-<

静脉滴注
$

次!

连续静脉滴注
GC

后!停用
:C

!再次使用!并加用凯时每日
:-<l)4*T

生理盐水
$)-<

静脉推注
$

次$

)

硫辛酸组予凡可佳每

日
3))-

J

l)4*T

生理盐水
:G)-<

静脉滴注
$

次!连续静脉滴注
GC

后!停用
:C

!再次使用$前列地尔组予凯时每日
:-<l

)4*T

生理盐水
$)-<

静脉推注
$

次$治疗时间约为
'

周!期间监测血糖!

'

周后测定
:'0

尿微量清蛋白排泄率"

9̂+[

#$结果

"

%

组治疗前&后血糖基本达标!联合组
:'0 9̂+[

降低明显优于
)

硫辛酸组&前列地尔组"

!

#

)4)G

#!联合组和前列地尔组眼底

事件&皮下淤血及凝血时间延长发生率均较
)

硫辛酸组增加"

!

#

)4)G

#$结论
")

硫辛酸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早期
>;

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

)

硫辛酸(前列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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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C/.M"I/5F"

L

0K6

L

.I0

P

!

>;

'是糖尿病微血管

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终末期肾脏疾病&

"FC,EI.

J

"K"F.#C/E,

".E"

!

+7[>

'的一个常见病因)

$

*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线粒体

超氧化物产生过多是导致包括
>;

在内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的共同机制)

:

*

$过氧化反应异常可促使
>;

发生(发展)

%

*

$改

善氧化应激状态可能是防治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有效措施$

现将本院
)

硫辛酸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早期
>;

疗效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4B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

患者中确诊为早期
>;

患者
(G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病程
'

"

(

年$随机分为联合组(

)

硫辛酸组及

前列地尔组!每组
:G

例$入选标准"&

$

'予以放射免疫法测定

:'0

尿微量清蛋白排泄率&

OK/F".#MO-/F"S5K"I/6FK.I"

!

9̂+[

'

%

次!取其平均值!

9̂+[$G)

"

$))

$

J

%

-/F

&

9̂+[

(

:)

"#

:))

$

J

%

-/F

为早期
>;

标准)

'

*

'#&

:

'血压
$')

"

$$)

%

&)

"

3)--W

J

#&

%

'肌酐正常#&

'

'眼底检查均未发现视网膜微血

管瘤及眼底出血(渗出#&

G

'全身检查均无出血征象!凝血
'

项

检查正常#&

3

'治疗前(后均无糖尿病急症(感染(使用肾毒性药

物及严重疾病史$

B4C

"

治疗方法
"

入选患者均予以合理的糖尿病饮食!正规胰

岛素治疗控制血糖$联合组予凡可佳每日
3))-

J

l)4*T

生

理盐水
:G)-<

静脉滴注
$

次!连续静脉滴注
GC

后!停用
:C

!

再次使用!并加用凯时每日
:-<l)4*T

生理盐水
$)-<

静脉

推注
$

次$

)

硫辛酸组予凡可佳每日
3))-

J

l)4*T

生理盐水

:G)-<

静脉滴注
$

次!连续静脉滴注
GC

后!停用
:C

!再次使

用$前列地尔组予凯时每日
:-<l)4*T

生理盐水
$)-<

静脉

推注
$

次$治疗时间均为
'

周!期间监测血糖!

'

周后测定
:'0

9̂+[

!安全性评价指标包括眼底事件&指眼底出血或渗出'(全

身皮肤检查&指皮下淤血'及凝血
'

项&指凝血时间延长'$

B4D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7877$%4)

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
CX>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4)G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治疗前(后血糖监测结果(

:'0

尿蛋白定量检查结果(安

全性评价结果见表
$

"

%

$

表
$

""

%

组治疗前$后血糖监测结果比较

""

%

CX>

'

--6#

#

<

'

% :̀G

&

组别
空腹血糖

治疗前 治疗后

餐后血糖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组
34'X$4% 34%X$4: $)43X$4: *4(X:4$

)

硫辛酸组
34(X$4: 34GX$4$ $)4%X$4$ *43X$4'

前列地尔组
34GX$4G 34:X$4% $)4)X$4% *4'X$4G

'$G: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表
:

""

%

组治疗前$后
:'0 9̂+[

比较%

CX>

'

$

J

#

-/F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组
$:%4)X$&4(

:$4*X(4(

"

)

硫辛酸组
$::4&X:'4:

((4$X(4&

$

前列地尔组
$:$4GX:%4%

3$4GX*4%

$

""

$

"

!

#

)4)G

!与联合组比较$

表
%

""

%

组治疗后眼底事件发生例数比较%

%

&

组别
%

眼底事件 皮下淤血 凝血时间延长

联合组
:G

'

$

:

$

%

$

)

硫辛酸组
:G $ ) $

前列地尔组
:G

%

$

%

$

:

$

""

$

"

!

#

)4)G

!与
)

硫辛酸组比较$

D

"

讨
""

论

>;

是糖尿病最重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

+7[>

的常见病因$

:))'

年美国肾脏病资料库统计数据表明!

>;

已是
+7[>

的首要原因)

G

*

!若在早期进行有效的治疗!有

望延缓甚至逆转
>;

的发展)

3

*

$糖尿病患者因长期高血糖造

成微血管内皮病变!导致肾实质缺血(缺氧!引起氧化应激增

强(自由基增多!诱发一系列氧化反应!最终致肾脏损伤)

(

*

$近

年来!抗氧化剂在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治疗中受到广泛重视)

&

*

$

)

硫辛酸是一种强抗氧化剂)

*

*

!

)

硫辛酸&

!9

'的
[,

异构体!最

初被归为水溶性维生素!后来发现其羧基可与蛋白质分子中赖

氨酸残基上
*

,

氨基形成酰胺键!作为丙酮酸脱氢酶和
)

,

戊二酸

脱氢酶&其为线粒体酶系复合物的辅助因子'起作用#

)

硫辛酸

还可在生物体内转化为还原型二氢硫辛酸&

>W<9

'!后者亦为

强抗氧化剂$

)

硫辛酸和
>W<9

在生物体内均具有清除自由

基(螯合金属离子降低
?W

V的形成和再生抗氧化剂&如谷胱甘

肽(维生素
+

(辅酶
h

等'作用$因此!

)

硫辛酸可抑制脂质过

氧化!增加微血管的血流量和保护血管内皮功能)

$)

*

!从而改善

肾脏微血管内皮病变$有研究还发现!

)

硫辛酸虽可明显改善

氧化应激增加和抗氧化防御能力下降之间的不平衡!但却不能

直接参与血糖控制)

$$

*

$

前列地尔属于天然前列腺素&

8Z

'类物质!作为一种具有

强扩张血管作用的血管活性药物)

$:

*

!用于
>;

的治疗已得到

共识)

$%

*

$

:)

世纪
3)

年代初确定前列地尔的化学结构为具有

一个五碳环和
:

条侧链的二十碳脂肪酸的基本骨架!其可通过

抑制血小板释放血栓烷
9:

&

!g9:

'起作用!有研究证实!前列

地尔有强烈的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黏度和红细胞聚集

性(改善其变形能力!从而改善血液流变学的作用!这些作用影

响流体力学!有助于降低对各级血管的阻力)

$'

*

#同时前列地尔

可激活
8Z+$

活脂蛋白酶及促使三酰甘油分解!降低血脂和血

液的黏稠度!还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产生
I,89

!具有一定的直

接溶栓作用)

$G

*

$前列地尔可改善微循环!纠正血液高凝状态!

从而改善肾脏缺血(缺氧状态$

本研究结果显示!

)

硫辛酸组与前列地尔组的
9̂+[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G

'!

)

硫辛酸虽是一种强抗氧化剂!但

因其不影响凝血机制!出血风险减少$联合组
:'0 9̂+[

的

降低明显优于其余两组&

!

#

)4)G

'!且治疗后眼底事件(皮下

淤血及凝血时间延长的发生率虽增加!但与前列地尔组之间无

显著差异!证实在前列地尔基础上联合
)

硫辛酸治疗!延缓肾

脏损伤方面效果更显著$

综上所述!

)

硫辛酸治疗
>;

!虽可降低出血风险!但

9̂+[

的降低不及与前列地尔联合使用$

)

硫辛酸和前列地

尔联合使用可明显延缓肾损害的进展!虽然!联合治疗后有出

血事件的发生!但是!其是否与出血风险的增加存在必然联系!

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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