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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状态与血管内皮损伤'

血小板活化及
HI&!#

表达的相关性

王景尚#

$黄$烨!

$陈可冀%

$孙明月%

$陈水龄%

$殷惠军;

摘要$目的$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状态与血管内皮损伤!血小板活化及蛋白激酶
&!#

"

J2/

#

.1?C K?C>L1 &!#

#

HI&!#

$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在未进行药物干预措施调整前测定

三餐前!三餐后
! @

及睡前
!#

&

"" 8

个时间段指端毛细血管血糖#计算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1>C >=J4?.AM1

/N J4>L=> O4A-/L1 1P-A2L?/CL

#

+QR<

$'分别采用血小板聚集仪及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二磷酸腺苷

"

QFH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

J4>.141. >OO21O>.?/C 2>.1

#

HQR

$及血小板膜蛋白
&F$!J

表达水平'采用离

子交换高压液相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S0Q#-

$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T(UQ

$检测血清
<

#选择素"

<

#

L141-.?C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V/C *?44102>CM N>-./2

#

V*W

$和
HI&!#

水平'同时检测患者肝!肾功能及

血脂水平#测量血压并计算体重指数% 以
S0Q#-

为评价长期血糖控制的监测指标#

+QR<

作为评价血糖波

动性指标#采用
H1>2L/C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评价患者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血清
<

#

L141-.?C

!

V*W

水平$及血小板活化指标 "

HQR

和血小板膜蛋白
&F$!J

表达$分别与
+QR<

及冠心病血瘀证目标分

子血清
HI&!#

水平的相关性'并分析
HI&!#

水平与
+QR<

和
S0Q#-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入组患者年

龄!体重指数!病程!病史等一般资料与血清
<

#

L141-.?C

!

V*W

!

HI&!#

水平!

HQR

!血小板膜蛋白
&F$!J

表

达及
+QR<

均无相关性 "

H X"

!

"9

$'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血清
<

#

L141-.?C

!

V*W

$及血小板活化指标

"

HQR

!血小板膜蛋白
&F$!J

表达$与
+QR<

均呈显著相关"

2

值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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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与
+QR<

和
S0Q#-

!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

<

#

L141-.?C

和
V*W

$及血小板活化指标"

HQR

和
&F$!J

表达水平$均呈显著相关"

2

值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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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冠心病血瘀证关键调控分子
HI&!#

与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状态下的血管内皮损伤程度和血小板活

化聚集水平密切相关%

关键词$血糖波动'血管内皮损伤'血小板活化'蛋白激酶
&!#

'血瘀证

&/2214>.?/C Z1L1>2-@ /C [4//M R4A-/L1 W4A-.A>.?/C ?C )DJ1 ! F?>01.1L +144?.AL H>.?1C.L >CM 3>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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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 S/LJ?.>4

"

&@?C> Q->M1=D /N &@?C1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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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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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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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J4>.141. =1=02>C1 J2/.1?C 41V14 /N &F$!J `121 M1.12=?C1M 0D J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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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2N/2=>C-1 4?aA?M -@2/=>./O2>J@D5 U12A= 41V14L /N <

#

L141-.?C

"

V/C *?44102>CM N>-./2

$

V*W

%"

>CM

HI&!# `121 M1.1-.1M 0D <T(UQ5 +1>C`@?41

"

4?V12 >CM 21C>4 NAC-.?/CL

"

04//M 4?J?ML `121 >4L/ =1>LA21M5

)@1?2 04//M J21LLA21 `>L =1>LA21M >CM 0/MD =>LL ?CM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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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A4>.1M5 [D .>K?CO S0Q#- >L > =/C?

#

./21M ?CM1P N/2 >LL1LL?CO 4/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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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4A-/L1 -/C.2/4

"

+QR< >L >C ?CM?->./2 N/2 >LL1LL?CO O4A-/L1 N4A-.A>

#

.?/C

"

.@1 -/2214>.?/CL 01.`11C L12A= =>2K12L N/2 V>L-A4>2 1CM/.@14?>4 ?CBA2D

$

41V14L /N <

#

L141-.?C >CM

V*W

%

GJ4>.141. >-.?V>.?/C ?CM?-1L

$

HQR >CM &F$!J 1PJ21LL?/C

%

>CM HI&!# 41V14G+QR< 21LJ1-.?V14D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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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J41 -/2214>.?/C >C>4DL?L

"

.@121

`121 C/ L?OC?N?->C. -/2214>.?/CL 01.`11C >O1G[+(G-/A2L1 /N M?L1>L1G=1M?->4 @?L./2D GL12A= 41V14L /N <

#

L1

#

41-.?CGV*WGHI&!#GHQRG&F$!J 1PJ21LL?/C >CM +QR<

$

H X"

&

"9

%

5 )@121 `121 L?OC?N?->C. -/2214>.?/CL 01

#

.`11C V>L-A4>2 1CM/.@14?>4 ?CBA2D =>2K12L

$

<

#

L141-.?C >CM V*W

%

GJ4>.141. >-.?V>.?/C ?CM?->./2L

$

HQR

"

&F$!J 1PJ21LL?/C

%

>CM +QR<

$

2 b"

&

;$7

"

"

&

$":

"

"

&

;9#

"

"

&

$8;

&

H Y"

&

"#

%

5 )@121 `121 L?OC?N?->C. -/221

#

4>.?/CL 01.`11C HI&!# >CM O4A-/L1 >LL1LL=1C. ?CM?->./2L

$

+QR< >CM S0Q#-

%

GV>L-A4>2 1CM/.@14?>4 ?CBA

#

2D =>2K12L

$

<

#

L141-.?C >CM V*W

%"

J4>.141. >-.?V>.?/C ?CM?->./2L

$

HQR >CM &F$!J 1PJ21LL?/C

% $

2 b

"

&

$;%

"

"

&

8"9

"

"

&

%:;

"

"

&

$$9

"

"

&

;;#

"

"

&

988

&

H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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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4/L14D 214>.1M `?.@ .@1 M1O211 /N V>L-A4>2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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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1?C K?C>L1 &!#

&

04//M L.>L?L LDCM2/=1

$$

!

型糖尿病被证实与冠心病具有相同的风险"血

管并发症的发生是糖尿病患者出现高致残率'高致死

率的主要原因( 冠心病与中医学)血瘀证*关系密切"

糖尿病高血糖状态下存在的高血黏度现象及伴随局部

血栓形成的血管并发症亦是中医学)血瘀*的具体体

现(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通过构建冠心病血瘀证差异基

因表达谱"发现蛋白激酶
&!#

$

J2/.1?C K?C>L1 &!#

"

HI&!#

%作为冠心病血瘀证的差异基因之一"在冠心

病血瘀证疾病网络中具有关键调控作用+

#

,

( 与慢性

稳定性高血糖水平相比"急性波动性高血糖水平更易

诱发血管内皮损伤和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是目前糖尿

病预防和治疗研究中的热点(

HI&

途径被认为是糖

尿病血管病变的关键机制+

!

,

( 作为冠心病血瘀证关

键调控基因的
HI&!#

是否也在糖尿病血管病变$糖

尿病血瘀证%"特别是波动性高血糖所致血管内皮损

伤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尚不明确( 另外" )血瘀证*

与机体血小板的高聚集活化状态关系密切"血糖波动

状态是否对糖尿病患者的血小板聚集活化具有影响"

而冠心病血瘀证关键调控分子
HI&!#

与其是否有联

系"尚有待研究( 本研究选用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

=1>C >=J4?.AM1 /N J4>L=> O4A-/L1 1P-A2L?/CL

"

+QR<

%作为评价血糖波动性的指标"以
S0Q#-

作为

长期血糖控制的监测指标"以血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

V/C *?44102>CM N>-./2

"

V*W

%和
<

#选择素$

<

#

L1

#

41-.?C

%作为评价血管内皮损伤的指标"检测外周血血

小板聚集率'血小板膜蛋白
&F$!J

及血清
HI&!#

表

达水平"通过对
+QR<

'

HI&!#

及相关指标进行相关

性及回归分析"探讨血糖波动状态与
!

型糖尿病患者

血管内皮损伤'血小板活化及
HI&!#

表达的相关性(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

!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参照
!"#"

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
!

型糖尿病防治指

南.

+

%

,制定(

!

$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年龄
%9 c

7"

岁&确诊
!

型糖尿病且近期$

%

个月%未进行糖尿病

降糖方案调整及生活方式无变化&患者签署知情同意

书者( 排除标准#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如酮症酸中毒'高

渗综合征或其他急性事件如感染'心血管事件等导致

的应激性高血糖变化(

%

$一般资料$

%7

例均为
!"#!

年
7

月/

!"#;

年
#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

型糖尿

病患者(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8

例&年龄
%: c 88

岁"平均$

9;

!

#$

%

#%

!

"7

%岁&病程
# c !"

年"平均

$

7

!

#%

%

$

!

8"

%年&体重指数
!9

!

!9

%

!

!

9;

&收缩压

$

#%!

%

##

%

==SO

"舒张压$

8$

%

8

%

==SO

"平均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动脉压 $

:;

%

7

%

==SO

&心率 $

8:

%

7

%次
G =?C

(

吸烟
!;

例"饮酒
!"

例(

;

$样本采集$患者未改变治疗方案前"入院次日

空腹
#! @

后于晨起抽取
9 =T

促凝血"分离血清"待

测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
<

#

L141-.?C

'

V*W

' 血清

HI&!#

水平及血糖'血脂'

S0Q#-

'肝'肾功能等相关

指标&另抽取
$ =T %

!

7d

枸橼酸钠$

JS 8

!

;

%

#

&

:

抗

凝血"前
! =T

弃用"待测二磷酸腺苷 $

>M1C/L?C1

M?J@/LJ@>.1

"

QFH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 $

J4>.141.

>OO21O>.?/C

"

HQR

%及血小板膜蛋白
&F$!J

水平(

9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9

!

#

$血糖波动情况评价$分别检测患者三餐前

+即早餐前$空腹%'午餐前'晚餐前,及三餐后
! @

及

睡前
!#

#

"" 8

个时间段指血血糖"计算
+QR<

#根据
8

次血糖计算血糖标准差$

UF /N 04//M O4A-/L1

"

UF

#

[R

%"统计受试者所有幅度超过
#

个
UF[R

的血糖波

动"根据第
#

个有效波动的方向计算血糖波动幅度"计

算所有血糖波动幅度的平均值为
+QR<

$血糖波动评

价的)金标准*%(

9

!

!

$

S0Q#-

'肝'肾功能及血脂测定$采用离子

交换高压液相法$美国
[?/

#

ZQF F

#

#"

%检测
S0Q#-

水平&应用酶标法$日本日立公司
8$""

全自动生化

仪%检测肝'肾功能及血脂水平(

9

!

%

$血清
<

#

L141-.?C

'

V*W

及
HI&!#

水平测定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T(UQ

%进行测定"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进行(

9

!

;

$外周血
QFH

诱导的
HQR

测定$将采集的

%

!

7d

枸橼酸钠 $

JS 8

!

;

%

#

&

:

抗凝血室温下

# """ 2 G=?C

离心
#" =?C

"提取富血小板血浆$

J4>.1

#

41. 2?-@ J4>L=>

"

HZH

%&室温下
% """ 2 G=?C

离心

#" =?C

"提取贫血小板血浆$

J4>.141. J//2 J4>L=>

"

HHH

%&用
HHH

调整
HZH

至
!"" c%""

'

#"

:

GT

( 在血

小板聚集仪上加入
% "T QFH

"读取
HQR

(

9

!

9

$血小板膜蛋白
&F$!J

表达水平检测$采

用流式细胞术( 将空腹采集的
# =T %

!

7d

枸橼酸钠

$

JS 8

!

;

%

#

&

:

抗凝血( 检测管中加入
+/AL1 QC.?

SA=>C &F$#

#

W()&

$

[F

公司" 批号#

%$:77

% 和

+/AL1 QC.? SA=>C &F$!J

#

H<

$

[F

公司"批号#

%""7:

%预混合的单克隆抗体"对照管中加入相应的同

型对照
+/AL1 (OR!>

#

W()&

$

[F

公司"批号#

8!89#

%&

两试管分别加入
#"" "T

混匀抗凝全血&分别加入

9"" "T ,J.?TDL1 &

溶血素$

[1K=>C

#

&/A4.12

公司"

批号#

#!

%以裂解红细胞&经离心后应用多色流式细胞

检测技术进行测定分析"

;77 C=

激发激光"

&F$#GUU

设门方法进行检测(

$

$统计学方法$采用
UHUU #%

!

"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P

%

L

表示"采用
H1>2L/C

相关

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入 b "

!

"9

"

#出 b "

!

#

%"

H Y"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一般资料与
+QR<

'内

皮损伤'血小板活化及
HI&!#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
+QR<

'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

$血清
<

#

L141-.?C

'

V*W

%'血小板活化指标$外周血

QFH

诱导的
HQR

'血小板膜蛋白
&F$!J

%及血清

HI&!#

水平与其年龄'病程'饮酒史'吸烟史'体重指

数'血脂'血压$包括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

肝'肾功能均无相关性$

H X"

!

"9

%(

!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与

+QR<

的相关性分析$图
#

%$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内

皮损伤标志物
<

#

L141-.?C

'

V*W

水平与
+QR<

呈显著

图
#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与
+QR<

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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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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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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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小板活化指标与

+QR<

的相关性分析$图
!

%$

!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

QFH

诱导的
HQR

'血小板膜蛋白
&F$!J

表达水平均

与
+QR<

呈显著相关 $

2

值分别为
"

!

$8;

"

"

!

;9#

&

H Y"

!

"#

%(

;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水平与

S0Q#-

及
+QR<

的相关性分析$图
%

%$

%7

例
!

型糖尿

病患者血清
HI&!#

表达水平与
+QR<

和
S0Q#-

均呈

显著相关$

2

值分别为
"

!

$;%

"

"

!

8"9

&

H Y"

!

"#

%( 进一步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HI&!#

与
+QR<

及

S0Q#-

均有线性关系"建立回归方程为#

HI&!# b

"

$7

!

7#8 e 8

!

!!9+QR< e :

!

9%7S0Q#-

"复相关系数

Z b"

!

898

"决定系数
Z

!

b"

!

98!

"说明
HI&!#

能被

S0Q#-

和
+QR<

解释
98

!

!d

"其他因素占
;!

!

7d

&

S0Q#-

标准化系数为
"

!

;:7

"

+QR<

标准化系数为

"

!

%;;

"提示
S0Q#-

对
HI&!#

的作用要大于
+QR<

(

9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水平与

QFH

诱导的
HQR

及
&F$!H

的相关性分析$图
;

%$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表达水平与
QFH

诱导

的
HQR

'血小板膜蛋白
&F$!J

表达均呈显著相关$

2

值分别为
"

!

;;#

"

"

!

988

&

H Y"

!

"#

%( 进一步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HI&!#

与
QFH

诱导的
HQR

'

血小板膜蛋白
&F$!J

均有线性关系"建立回归方程

为#

HI&!# b

"

%9

!

:$" e ;

!

$!9&F$!J e

"

!

9!#HQR

"复相关系数
Z b"

!

978

"决定系数
Z

!

b

"

!

%;;

"说明
HI&!#

能被
QFH

诱导的
HQR

和血小

板膜蛋白
&F$!J

解释
%;

!

;d

"其他因素占
$9

!

$d

&

&F$!J

标准化系数为
"

!

;:!

"

QFH

诱导的
HQR

标准

化系数为
"

!

#%8

"提示
&F$!J

对
HI&!#

的作用要大

于
QFH

诱导的
HQR

(

$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水平与
<

#

L141-.?C

及
V*W

的相关性分析$图
9

%$

!

型糖尿病

患者血清
HI&!#

表达水平与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血

清
<

#

L141-.?C

及
V*W

水平均呈显著相关$

2

值分别为

"

!

%:;

"

"

!

$$9

&

H Y "

!

"#

%( 进一步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显示"

HI&!#

与
<

#

L141-.?C

'

V*W

均有线性关

系"建立回归方程为#

HI&!# b

"

$

!

":% e #

!

"$;<

#

L141-.?C e;

!

8;;V*W

"复相关系数
Z b "

!

$$8

"决定

系数
Z

!

b"

!

;;9

"说明
HI&!#

能被
<

#

L141-.?C

和
V*W

图
!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小板活化指标与
+QR<

的相关性分析

图
%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水平与
+QR<

及
S0Q#-

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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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水平与
QFH

诱导的
HQR

及
&F$!J

的相关性分析

图
9

$

%7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水平与
<

#

L141-.?C

及
V*W

的相关性分析

解释
;;

!

9d

"其他因素占
99

!

9d

&

V*W

标准化系数

为
"

!

$%!

"

<

#

L141-.?C

标准化系数为
"

!

"$;

"提示
V*W

对
HI&!#

的作用要远大于
<

#

L141-.?C

(

讨$$论

高血糖状态是糖尿病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糖尿

病血管病变发生的最基本病理因素(

S0Q#-

作为血

糖评价的金标准"一直被用于解释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的发生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血糖波动在其中

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糖尿病患者中"急性血

糖波动往往较稳定高糖更易加重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

和内皮功能紊乱+

;

"

9

,

( 同时"由于受到饮食'运动'环

境'治疗不当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临床高血糖患者多处

于血糖波动状态"故 )波动性高血糖状态*的描述更符

合临床实际( 将过去单纯量的三角模式控制

$

S0Q#-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向血糖量'质$血糖波

动性%'时程金字塔模式控制的转变对于进行全面血

糖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临床进行血糖波动性评价

的参数较多+

$

,

"但从评估的精确性比较"

+QR<

被认

为是评价血糖变异性的金标准( 为此"本研究选用

S0Q#-

作为长期血糖控制的监测指标"选用
+QR<

作为评价血糖波动性的指标(

血管内皮细胞不仅是一层物理屏障"而且还是一

个重要的旁分泌器官"通过分泌
G

释放一系列具有生物

活性的介质而参与完成多种生理过程( 血管内皮细胞

损伤和功能失调是糖尿病血管病变的重要病理生理机

制之一+

8

,

( 目前"可以通过直接分析血液总血管内皮

细胞释放的各种生物活性介质水平来评价血管内皮功

能( 其中"

V*W

是血管内皮功能异常的特异性表达分

子( 同时"

V*W

还具有显著诱导血小板聚集的功

能+

7

,

( 高水平的
V*W

可进一步介导血小板黏附'聚

集于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从而启动血栓形成"进而导

致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此外"

V*W

还可形成自身免疫

脂蛋白复合物"进而损害动脉血管壁( 因此"血浆

V*W

水平升高被认为是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标志+

:

,

(

流行病学研究也证实"血浆
V*W

是糖尿病患者心血管

事件发生的重要预测因子+

#"

,

(

<

#

L141-.?C

是唯一仅

限于活化的内皮细胞表现表达的黏附分子"是内皮细

胞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常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器官

均不表达
<

#

L141-.?C

"而当内皮细胞被激活"

<

#

L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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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迅速合成"进而脱落进入血液( 因此"血清
<

#

L1

#

41-.?C

水平的升高被认为是血管内皮损伤的显著标

志( 基于此"本研究选用
V*W

和
<

#

L141-.?C

作为评

价高血糖状态下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的分子( 结果

显示"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V*W

及
<

#

L141-.?C

水平与

+QR<

均呈显著正相关性"提示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

状态与患者的血管内皮损伤程度密切相关(

血小板聚集'活化和血栓形成是导致糖尿病血管

病变恶性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

QFH

诱导的
HQR

是

评价血小板聚集的可靠指标(

&F$!J

"又称
H

#选择

素"是一种细胞黏附蛋白"只有血小板活化时才会从
#

颗粒转到细胞膜上"是血小板活化的特异标志物+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
HQR

和血小

板膜蛋白
&F$!J

表达水平与
+QR<

均呈显著正相关

性"表明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幅度与患者的血小板聚

集'活化程度密切相关(

HI&

是一种依赖磷脂和钙的蛋白激酶"又称
&

蛋白"属于苏氨酸
G

丝氨酸激酶家族"普遍存在于动物

等有机体内"并表达于近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中"在细

胞信号转导过程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

#!

,

(

HI&

可

以催化多种机体蛋白质上的苏氨酸
G

丝氨酸磷酸化"参

与包括合成和释放神经递质"调控基因表达"调节受体

和离子通道等多种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

#%

,

(

HI&!

属于
-HI&

的亚型之一"通过选择性剪接可产生

HI&!#

和
HI&!!

+

#;

,

"二者在多种组织中表达"功能

涉及分化'增殖'代谢等各种信号转导途径+

#9

,

( 既往

研究显示"

HI&

在糖尿病患者中处于持续的活化状

态"同时参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

#$

,

( 特

异性的
HI&!

抑制剂已被用于防治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

血瘀证作为中医临床常见证型"见于多种疾病"一

直是中西医结合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课题组前期对

冠心病血瘀证实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
HI&!#

是

冠心病血瘀证的关键调控因子"在冠心病血瘀证发生'

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

,

( 糖尿病血管病变发生'

发展的病理机制与中医学血瘀证的科学内涵极为相似(

特别表现在与血瘀证形成密切相关的)血的异常*和

)脉的异常*"即前者以血液流变性'血流动力学和血液

成分异常表现"后者以血管功能紊乱和血管狭窄为

主+

#8

,

( 基于此"本研究纳入
!

型糖尿病患者"观察血糖

波动'血管内皮损伤'血小板活化以及与血清
HI&!#

水

平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I&!#

水平与血清
V*W

'

<

#

L141-.?C

及外周血
HQR

和血小板
&F$!J

水平均呈显著相关"表明冠心病血瘀

证目标分子
HI&!#

与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内皮损伤程

度和血小板聚集'活化均密切相关"并且同时与
S0Q#-

和
+QR<

均呈显著正相关性"表明
HI&!#

的上述效应

除与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有关以外"还与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波动性密切相关(

综上"冠心病血瘀证关键调控分子
HI&!#

与糖

尿病患者血糖波动状态下的血管内皮损伤程度和血小

板活化聚集水平密切相关"但其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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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学术会议在郑州召开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会议于
!"#$

年
9

月
$

(

7

日在郑

州市隆重召开% 大会由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会议主题为)促进学科交叉#共同防治眩

晕*% 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
$""

余人#共接收论文
!""

余篇#内容涉及眩晕相关的包括神经科!耳科!

心理科!内科等专业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本次会议听取了筹备工作情况汇报#选举产生了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青年副主任委员

及青年委员#共计
#!7

人%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全国名老中医张怀亮教授当选

第一届眩晕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军三一医院耳鼻喉科吴子明教授!清华大学长庚医院神经

科武剑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张玉莲教授!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赵敏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眩晕中心时海波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眩晕病研究生导师

刘轲教授当选为秘书长#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张道宫教授!上海长征医院神经科庄建华教授当选为

青年副主任委员%

为协助!推动眩晕病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学会聘请国内从事眩晕诊治的著名专家作为学术顾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内科粟秀初教授!国医大师!陕西中医药大学张学文教授!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医政司原司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孙塑伦教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迟放鲁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孔维佳教授%

本次会议还安排了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孔维佳教

授!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田军茹教授!解放军三一医院耳鼻喉科吴子明教授!清华大学长庚医院

神经科武剑教授!苏州大学医学院吴爱勤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王群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眩晕中心时海波教授等国内著名专家分别做了眩晕及眩晕相关疾病诊治的

主题发言#与会代表也就眩晕学术问题踊跃发言#讨论热烈#表示要通过理论探索#寻求科学的诊治方

法#解决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徐$进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