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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2型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的观察

黄晨张荣怀张阳阳 高建苑郑敏文

【摘要】 目的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冠脉病变的发生情况。方法应用电子束C11，对58例血糖异常者进

行冠脉钙化发生率、钙化积分、软斑数、冠脉狭窄数等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以正常血糖及冠心病者作为对照。结果

血糖耐量异常组、糖尿病组的冠脉钙化发生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发生率分别为93．3％，96．4％，56．O％，P<

0．001)，与冠心病组相当(90．9％，P>0．05)。血糖耐量异常组和糖尿病组的钙化积分值有高于正常组的趋势，但

P>0．05；血糖耐量异常组和糖尿病组的冠脉狭窄数和软斑数均明显高于正常组(2．200±2．024，2．964±1．915 vs

0．520士1．295．P<0．05和2．467±2．360，2．893-1-1．771，vs 0．511±1．197，P<0．05)，与冠心病相当(2．273±1．679

和2．372±1．819，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钙化积分与年龄有关。软斑数和冠脉狭窄数与年龄、餐

后血糖和胆固醇有关。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有明显的冠脉病变，EBT钙化检查及狭窄定量分析，对冠脉病变的早

期诊断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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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onary artery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type-2 diabetes． Methods A total of

58 subjects was assessed for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CAC)incidence，calcification$coI'1e8，numbers of soft plaques and coro—

nary artery 8tel'lOSes by Imatron C-150 EBT．Th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ubjec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noxmal subjects． Re-

suits The incidence ofCAC in impaired slucose tolerance(IGT)group(93．3％)and diabetes group(96．4％)Was si鲥fieantly

(P<0．001)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group(56．0％)and was same as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group(90．9％，尸>

0．05)．The score of CAC in IGT and diabetes groups was also higher，bu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y significant because of ollr co—

hort size．The soft plaque number and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number of IGT group and diabete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mml group(2．200±2．024，2．964土1．915 vs 0．520±1．295，P<0．05 and 2．467±2．360，2．893士1．771，

vs 0．511 4-1．197，P<0．05)and wel3E．$anle as CHD group(2．273±1．679 and 2．372-t-1．819，P>0．05)．There were rela·

tions between CAC score and age(r=0．423，P=0．001)and between number of stenosed arteries and age(r=0．215，P=

0．019)，postprandial glucose(r=0．224，P=0．015)，total cholesterol(r=0．275，P=0．003)．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prevalence of coronary artery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type-2 diabetes．The investigation using electron beam

tomography(EBT)has very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to early diagnosis of coronary artery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type-2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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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证明，糖尿病患者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疾

病的患病率高、发病年龄轻、病情进展快、其心血管

病的发病率较非糖尿病患者高2～4斜1翻，心肌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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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发病率高10倍。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冠脉病

变的状况，明确患者的特殊危险程度，进行早期的预

防和治疗，减少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是临床工作的目

的。近年临床开始使用的电子束计算机x线断层

扫描(electmn．beam tomography，EBT)技术，是一种无

创、方便、安全的检查技术，可清楚地显示心脏及冠

状动脉的解剖结构，定量评价心功能及冠脉血流灌

注，所以对发现冠脉钙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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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软斑、硬斑及狭窄程度等冠脉病变有着较高

的临床价值。本研究收集58例血糖异常患者，观察

其冠脉钙化率、冠脉钙化积分、软斑数和冠脉狭窄支

数等，以进一步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冠脉病变的发

生情况。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收集2002年1月至2004年6月西京医

院老年病二科经EBT扫描的住院患者共94例，男

舳例，女14例，平均年龄(54．0±6．9)岁。分为：正

常血糖对照组25例，男22例，女3例，平均年龄

(52．0±7．8)岁；血糖异常组(根据1997年美国糖尿

病协会的诊断标准)58例，男49例，女9例，平均年

龄(55．0±10．2)岁，其中糖耐量低减组30例，糖尿

病组28例，44例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症状，但

未确诊为冠心病；冠心病组(诊断符合1997年国际

心脏联合专题组冠心病诊断标准并经冠脉造影检查

确诊)11例，男9例，女2例，平均年龄(54．0-4-11．3)

岁。均衡性检验示各组年龄、性别分布均衡。

1．2方法

1．2．1临床检查所有病例均行葡萄糖耐量试验，

检测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2．2 EBT扫描采用美国Imatron公司C一150型

EBT扫描仪进行心脏EBT扫描，所有患者行冠脉平

扫及单层序列增强扫描，扫描参数为：层厚3 mnl，扫

描时间0．1 s／层，连续扫描20—30层，采用心电门控

在80％R．R间期触发扫描。将非离子型造影剂

(Omnipaque 300)自肘静脉注入，流速3．0～

3．8 ml／min，整个扫描造影剂总量为100—150 ml，注

射造影剂后至扫描开始的延迟时问为15～20 rain，

平均(19±4)min，扫描过程中根据患者的基础心率

要求憋气30～40 s。

1．2．3 CAC的测定计算机程序通过关心部位基

线值计算冠脉钙化积分值，冠脉内所有>130 Hu并

>1姗2的象素被认为是钙化病变，将病变象素的
面积相加乘以cT值峰值系数(130—200 Hu为1，

201～300 Hu为2，301。400 Hu为3，>400 Hu为4)

得出每个关心部位的钙化积分值，将每个关心部位

积分值相加得到总CAC，整个研究以总积分值为基

础进行分析。

1．2．4 EBT图像处理利用图像处理工作站重建

出冠脉三维图像，此种工作站与CT机直接相连，接

收到扫描原始数据，图像清晰可靠。三维重建方法

采用最大密度投影法、曲面重建法，容积再现法作为

补充显示方法，重建图像由两名放射科医师进行分

析，计数软斑数和冠脉狭窄>20％的血管支数。

1．2．5统计学处理运用SAS 9．0统计软件，计数

资料采用％，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Y2

检验、方差分析及各因素间的Spearman相关分析。

2结果

2．1各组CAC率和钙化积分94例受试者EBT检

测得到的钙化积分值从0～1120(表1)。结果显示，

血糖异常者、冠心病组冠脉钙化发生率较正常对照

组有明显升高(P<0．01)，钙化积分有明显升高趋

势，但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P>0．05)。

表1各组冠状动脉钙化发生率和积分值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

2．2各组冠脉狭窄及软斑的观察见表2。

表2各组冠脉狭窄情况和软斑数的比较(牙±S)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001

2．3冠脉病变的多因素相关分析94例受试者将

年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HbAlc、血清甘油三酯、

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钙化积分、冠脉狭窄

的发生行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钙化积分仅与年

龄有明显相关(r=0．423，P=0．001)，与其余各指标

间无相关关系。而冠脉狭窄的发生与年龄(r=

0．215，P=0．019)、餐后血糖(r=0．224，P=0．015)、

胆固醇(r=0．275，P=0．003)密切相关。

3讨论

2型糖尿病的基本特征是胰岛B细胞功能缺陷

(胰岛素分泌不足)和胰岛素抵抗。患者大多存在高

血糖、高胰岛素血症和(或)胰岛素抵抗和脂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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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这些因素使得细胞基质增生，细胞毒性损伤和

血管功能障碍，血管平滑肌功能不全，内皮功能不

全，血小板功能受损，凝血功能异常，血脂代谢紊乱，

因而加速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进程b]。因此，对糖

尿病患者除及时有效地控制血糖外，还需要实时监

控冠脉病变的发生、发展。

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冠脉病变的状况，对无症

状者的危险陛进行评价，明确患者的特殊危险程度，

及时进行二级预防，可减少其病残率和病死率。冠

脉内血管超声检查、冠状动脉造影，一直被认为是检

测冠脉中膜钙化、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但由于是

有创性的检查，且需住院观察，因此常常不被患者接

受，故找寻一种准确、无创、方便、安全的检查技术是

非常有意义的。近年开始使用的电子束cT，在此方

面具有独特的优势H]。其具有扫描速度快，时间分

辨力高，加之应用心电门控技术，因而可清楚地显示

心脏及冠状动脉的解剖结构，动态观察室壁运动，又

可定量评价心功能及冠状动脉血流灌注，所以对发

现CAC、软斑、硬斑及狭窄程度具有较高的临床价

值‘5～7I。

本研究通过EBT平扫和增强扫描，观察了94例

受试者冠脉钙化率、钙化积分、软斑数和冠脉狭窄发

生数，结果表明，糖耐量异常、2型糖尿病患者，CAC

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增强EBT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其

软斑数和冠脉狭窄支数，远大于正常对照组，和冠心

病组基本等同，相关分析亦显示：冠脉狭窄的发生与

年龄、餐后血糖、胆固醇密切相关。说明2型糖尿病

患者存在较严重的冠脉病变，进一步证明2型糖尿

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的观点。EBT作为一种无创、

方便、安全的检查技术，在糖尿病人群中进行冠脉病

变的早期检查及动态观察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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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心功能不全患者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林箐史晓敏祁芸云 宋以信

【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心功能不全患者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BNP)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

法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技术检测90例老年患者和16例健康老年人血清NT-BNP浓度，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仪测定心室结构功能，分为收缩性心功能不全组(22例)、单纯舒张性心功能不全组(34例)和无症状舒张功能不

全组(34例)。结果老年心功能不全患者血清NT-BNP浓度升高，且随心功能不全的严重程度增加，与NYHA分级

正相关。以血清NT-BNP浓度>102。75耐Inl为界值，判断心功能不全的敏感性91．1％、特异性87．5％、准确性

90．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左室射血分数、NYH分级是影响血清NT-BNP的因素。对老年单纯舒张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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