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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白蛋白检测在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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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尿微量白蛋白在糖尿病患者中的改变情况，探讨提高社区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检出率的方法。方法：选择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 73 例，根据空腹血糖控制情况及糖尿病病程时长分别分组，比较不同组间患者尿微量白蛋白水平及阳性病例检出

率，同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MAlb 在不同血糖控制情况患者中，血糖水平与 MAlb 数值、阳性检出率具有正相关性(P＜0.05)；
血糖控制良好患者与其他血糖控制情况患者相比，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P＜0.05)；MAlb 在不同病程患者中，病程

时间与 MAlb 数值、阳性检出率具有正相关性(P＜0.05)；≤5 年组患者与 5～10 年组和≥10 年组相比，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P＜0.01；P＜0.05)。结论：尿微量白蛋白(MAlb)可作为早期糖尿病肾病检测的重要指标，能够提示肾脏病变的发展，定期检查能够

提高早期糖尿病肾病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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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microalbuminuria change in the diabetic patients and research the method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rate of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he community. Method: Collect 73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according to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nditions and duration of diabetes duration, comparing the urinary albumin levels,the positive case
detection rate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 In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lycemic control,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e
glycemic value and the positive rate (P＜0.05); there was a (high)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P＜0.01,P＜0.05) in the well controlled group,
general control group and poor control group;in th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uration of diabetes duration,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e glycemic value and the positive rate (P＜0.05); there was a (high)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P＜0.01,P＜0.05) in the well controlled
group,general control group and poor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 the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MAlb detection could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hat could prompt the development of kidney disease and increase the detection rate of early diabetic nephropathy by
the regular ch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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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
的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每年约新增 100 万新发糖尿病患者[1]。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

之一。糖尿病肾病起病隐匿，发展缓慢，一旦发现往往肾功能已

经严重受损[2]。在病变早期，如能积极控制高血压及高血糖，病

变可望好转；如控制不良，随病变的进展可发展为临床糖尿病

肾病，进而造成肾功能衰竭和患者的过早死亡[3]。尿微量白蛋白

(Microalbumin，MAlb)是反映肾小球疾病和损伤的一个非常敏

感的指标，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

作者观察了尿微量白蛋白在不同糖尿病患者中的改变情况及

其与糖尿病病变程度的相关性，旨在探讨提高社区糖尿病肾病

早期诊断检出率的方法，以提高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水平，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期间，在和平里地区 2
型糖尿病患者 73 例，以上所选患者诊断标准均符合 1999 年

WHO 推荐的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其中男 47 人，女 26 人，年

龄 58～81 岁，平均年龄 65.4±8.7 岁。所选患者的排除情况包

括：（1）患有酮症酸中毒或糖尿病急性代谢紊乱等代谢性疾病；

（2）患有尿路感染或急慢性肾炎；（3）检测前 6 个月内，有使用

肾毒性药物病史；（4） 伴有严重基础性疾病或重要脏器器质性

疾病；（5）有恶性肿瘤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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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Compared with general control group,aP＜0.05;compared with poor control group,bP＜0.01

Groups The number of cases MAlb(mg/L) Positive cases of MAlb(Number)

≤5 years group 27 15.7±5.6ab 3(11.1%)ab

5～10 years group 40 23.4±6.3 13(32.5%)

≥10 years group 6 28.5±7.6 4(66.7%)

表 2 不同病程糖尿病患者 MAlb 比较［(X±S),(n，%)］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lb in the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urses

Note: Compared with general control group,aP＜0.05;compared with poor control group,bP＜0.01

1.2 检测方法

以上患者用清洁容器留取晨起第一次排尿的中段尿，留取

后 2h 内按照就近原则将尿样送至患者附近医院检查。根据病

人化验结果回报，正常参考值为 MAlb＜20mg/L，若 MAlb≥
20mg/L 则判定为阳性病例。
1.3 观察内容

观察并记录以上患者尿微量白蛋白(Microalbumin，MAlb)
检测值，并记录尿微量白蛋白(MAlb≥20mg/L)阳性病例数。尿

微量白蛋白和尿微量白蛋白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患者检测所得计量数据采用 X±S 表示，计数数据采

用百分率表示，使用 spss16.0 软件行 t 检验、x2 检验和相关性分

析，以 P＜0.05 计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及分析

2.1 不同血糖控制情况糖尿病患者 MAlb 比较

以上患者根据其检查时血糖控制情况分组[5]:(1)控制良好:
空腹血糖＜6.0mmol/L；(2) 控制一般:6.0mmol/L≤空腹血糖≤
7.0mmol/L；(3)控制不良:空腹血糖＞7.0mmol/L。控制良好组 24
例，其中男 16 人，女 8 人，年龄 58～73 岁，平均年龄 61.7±7.2
岁；控制一般组 38 例，其中男 25 人，女 13 人，年龄 60～80 岁，

平均年龄 64.8±7.5 岁；控制不良组 11 例，其中男 6 人，女 5
人，年龄 62～81 岁，平均年龄 68.1±7.8 岁。上述患者在年龄结

构、性别组成、患者一般状况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上述患者血糖水平与尿微量白蛋白呈正相关(r=0.
633，P＜0.05)，尿微量白蛋白阳性率呈正相关 (r=0.703，P＜
0.05)；血糖控制良好组与控制一般组尿微量白蛋白和尿微量白

蛋白阳性例数比较，分别 t=1.864 和 x2=4.547，均 P＜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血糖控制良好组与控制不良组尿微量白蛋白

和尿微量白蛋白阳性例数比较，分别 t=5.238 和 x2=9.135，均

P＜0.01，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不同血糖控制情况糖尿病患者 MAlb 比较［(X±S),(n，%)］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lb in the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lycemic control

Groups The number of cases MAlb(mg/L) Positive cases of MAlb(Number)

Well controlled group 24 16.3±5.8ab 2(8.3%)ab

General control group 38 21.2±6.1 12(31.6%)

Poor control group 11 26.4±7.4 6(54.5%)

2.2 不同病程糖尿病患者 MAlb 比较

以上患者根据糖尿病病程的时间，分为≤5 年组、5～10 年

组和≥10 年组。≤5 年组 27 例，其中男 18 人，女 9 人，年龄

58～76 岁，平均年龄 62.4±6.8 岁；5～10 年组 40 例，其中男

25 人，女 15 人，年龄 60～79 岁，平均年龄 66.1±7.6 岁；≥10
年组 6 例，其中男 4 人，女 2 人，年龄 65～81 岁，平均年龄

67.5±8.1 岁。上述患者在年龄结构、性别组成、患者一般状况

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上患者糖尿病病

程的时间与尿微量白蛋白呈正相关(r=0.712，P＜0.05)，尿微量

白蛋白阳性率呈正相关 (r=0.684，P＜0.05)；≤5 年组与 5～10
年组尿微量白蛋白和尿微量白蛋白阳性例数比较，分别 t=1.
916 和 x2=4.057，均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 年组

与≥10 年组尿微量白蛋白比较，t=6.423 和 x2=9.066，P＜0.01，

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见表 2。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它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由于胰岛素分泌、
胰岛素作用或两者同时存在缺陷，引起糖类、蛋白质、电解质的

代谢紊乱。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其中以糖尿病肾病最为常见[6]。
糖尿病患者并发糖尿病肾病的死亡率为未并发肾病者的 30

倍，其起病隐匿，早期常无任何临床表现。糖尿病肾病包括 2 个

阶段:早期糖尿病肾病和临床糖尿病肾病，一旦发生临床糖尿

病肾病，则缺乏有效方法制止其发展，故早期诊断对糖尿病肾

病的防治和预后尤为重要[7-8]。
尿微量白蛋白(MAlb)是小分子蛋白质，分子量为 69000 道

尔顿，可通过肾小球滤过膜。正常情况下，MAlb 几乎被近曲小

管全部重吸收，当肾小球发生病变时，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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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性增加以及电荷性质发生改变，MAlb 分子便可以自由通

过肾小球滤过膜。糖尿病患者肾小管对 MAlb 重吸收下降，其

可能的原因有:(1)肾小管细胞线粒体功能障碍；(2)肾小管结构

蛋白糖基化；(3)白蛋白滤过量超过肾小球最大重吸收[9]。大量

研究证明尿微量白蛋白阳性是肾损伤尤其是肾小球损伤的早

期标志，其排出量的多少与肾小球基底膜损伤的程度呈正相

关，与糖尿病的预后有密切关[10]。MAlb 是肾脏的一个早期信

号，在糖尿病进程中，初发肾病出现尿微量白蛋白尿，远早于尿

常规的改变和血清尿素氮、肌酐的升高[4]。程苏琴等[10]用速率散

射比浊法，李庆华[11]等用放射免疫法采集晨尿测定尿微量白蛋

白，通过临床比较后认为尿微量白蛋白 / 肌酐和尿微量白蛋白

都是诊断早期糖尿病肾病的敏感指标，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有同

样的诊断价值。尿微量白蛋白可以预测临床肾病和终末期肾病

的发生，也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死亡风险明

显增加的标志[12-13]。陆娅梅认为[14]，糖尿病患者与健康人组比

较，尿微量白蛋白阳性率明显增高，表明糖尿病与尿微量白蛋

白有一定的相关。尿微量白蛋白(MAlb)作为肾小球微血管病变

最早期的客观指标，对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有重要意义。
作者通过临床观察发现，MAlb 在糖尿病患者疾病发展过

程中，对提示糖尿病的发展和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的检出，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糖尿病患者 MAlb 水平与患者血糖水平呈

正相关(r=0.633，P＜0.05)；血糖控制良好患者与血糖控制一般

及不良患者尿微量白蛋白和尿微量白蛋白阳性例数比较，差异

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P＜0.05)；糖尿病患者 MAlb
水平与患者病程时间呈正相关 (r=0.712，P＜0.05)；≤5 年组患

者与 5～10 年组及≥10 年组患者尿微量白蛋白和尿微量白蛋

白阳性例数比较，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P＜
0.05)。因此，尿微量白蛋白(MAlb)是作为早期糖尿病肾病检测

的重要指标，能够提示肾脏病变的发展，定期检查能够提高早

期糖尿病肾病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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