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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 多数研究表明与 NSCLC的临床分
期、癌细胞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等存在相关性，即临床分
期愈晚、细胞分化愈差、有淋巴结转移者，CD44v6表达高[3~4]。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血循环中 CD44v6的含量可作为反
映肿瘤组织结合状态表达情况的可靠指标。 CD44v6为各种
不同的 CD44 拼接变异体中的一种， 而可溶性 CD44v6
（sCD44v6）是 CD44v6胞外段脱落于血清中的表现形式。 血
清 sCD44v6测定在诊断 NSCLC中的意义有文献报道[5~6]，肺
癌各细胞类型均高于正常人群 ,%NSCLC 中Ⅲ+Ⅳ期患者
sCD44v6的含量明显高于Ⅰ+Ⅱ期者， 提示 sCD44v6与肺癌
恶性增殖和转移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果：NSCLC患者血清
sCD44v6含量明显高于正常人，Ⅲ、Ⅳ期患者血清 sCD44v6
的含量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与文献报道相符合。 但Ⅰ期与
Ⅱ期、 Ⅲ期与Ⅳ期间无统计学意义,%NSCLC按病理分型，腺
癌、鳞癌、鳞腺癌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提示：sCD44v6的检测
可作为肺癌早期诊断的辅助指标， 并可作为判断 NSCLC病
情进展、复发和转移及预后的监测指标。 同时在临床判断疗

效、选择有效治疗方案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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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1检测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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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长春 130021）

摘要：目的：探讨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血清 sICAM-1 水平在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方法：应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了 6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sICAM-1 水平，并与 30 例健康人作对照,%且与空腹血糖、尿微量白蛋白进

行相关分析。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sICAM-1 水平高于对照组，糖尿病肾病组高于糖尿病无肾病组，糖尿病无肾病组高于正常

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1)%,%且与空腹血糖、尿微量白蛋白等密切相关。 结论：血清 sICAM-1 参与了糖尿病肾病的病变过
程，可作为糖尿病肾病病情变化的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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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change%and%significance%of%soluble%intercellular%adhesion%molecule-1(sICAM%-1)%level%in%patients%
with%type%2%diabetic%nephropathy.%Methods：The%concentration%of%sICAM-1%in%60%cases%of%type%2%diabetes%mellitus%and%30%normal%controls%%
were%detected%with%ELISA%and%combined%with%the%levels%of%fasting%blood%glucose%(%FBG)%,%%urine%micro%album%in%(MA%lb%)%for%%correlation%
analysis.%Results：sICAM%-1%level%in%patients%with%diabetic%nephropathy%was%higher%than%those%in%normal%controls% (P%<0.01)%and%closely%
related%to%the%levels%of%FBG,MA%lb%(P%<0.01).%Conclusion：Higher%sICAM%-1%level%maybe%contribute%to%the%occurrence%and%development%of%
diabetic%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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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 是糖尿病
（diabetes%mellitus，DM）最常见和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是造
成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DN的病理特点是肾基底膜增厚
和以肾小球系膜区为主的细胞外基质（ECM）的积聚[1]。 而
DN早期临床上常无症状， 一般肾功能检查正常时肾脏病理
改变大多属可逆性，如能早期诊断并及时进行治疗，可阻断
DN病情向不可逆蛋白尿阶段发展。近年来的实验研究发现：
血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1 (Soluble%intercellular%adhesion%
molecule%-1%,sICAM-1)在 DN患者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为此,我们检测了 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体内 sICAM-1%的含量,
旨在为糖尿病肾病的发病与防治提供可能的生物学作用机

制及其与临床意义。
1%%%%材料与方法
1.1%%%%病例 选择内分泌科住院的 2型 DM病人 60例，年龄
32~64岁，平均年龄（56±8）岁，均符合 1997年美国糖尿病协
会糖尿病诊断标准，且均无 DM急性并发症。 其中男 22例，
女 38例，经 24%h尿白蛋白检测，进行分组。糖尿病无肾病组：
即尿白蛋白正常组 34例，男 12例，女 22例；DN组：24%h尿
白蛋白 >%150%%mg/L%，诊断为糖尿病肾病（DN）共 26 例，男
10例，女 16例。 健康对照组 30例，男 10例，女 20例，年龄
30~50岁，平均年龄（51±7）岁，空腹血糖及糖耐量实验均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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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测定方法 采用美国雅培公司生产试剂，全自动免疫荧
光法测定，血糖、尿微量蛋白测定均由贝克曼 LX20全自动生
化仪测定。
1.3%%%%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X%±S%），相关分析用直线相
关分析,以 SAT软件包完成所有统计工作。
2%%%%结果
2.1%%%%sICAM-1 水平 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sICAM-1水平高
于对照组，DN组高于糖尿病无肾病组， 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见表 1。

表 1%%%%3 组血清 sICAM-1水平 （X%±S%） ng/mL
%%%%%%%%%%%%%%%%%组别 % n%%%%%%%%%%%%%%%%%%%%%sICAM-1
%%%%%%%%%%%%%%%对照组 30%%%%%%%%%%%%%%%%%%591±163△
糖尿病无肾病组 34%%%%%%%%%%%%%%%%%%%969±363△*

%%%%%%%%%%%%%%%DN组 26%%%%%%%%%%%%%%%%%%%1340±591*
%%%%%%%%注：2组间比较，△P%<0.01，*P%<0.01。

2.2%%%%血清 sICAM-1 水平与 GLU、MAlb 相关分析 结果显
示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 0.5032，0.5712，P%<0.01）。
3%%%%讨论

sICAM-1是一单链跨膜糖蛋白，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中的主要代表，它能在多种细胞表面表达，但以在血管内皮
细胞表达最强 。sICAM-1是血管功能失调或血管疾病进展的
一种重要标志[2]。 DN是糖尿病慢性微血管病变之一，DN发
生的过程是以血管增殖、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和微血栓形成
为特点， 糖尿病时长期的血糖升高是 DN%产生最重要的原
因。 而高血糖可直接刺激肾脏 sICAM-1表达异常,导致肾小
球系膜基质积聚增加及基底膜增厚的病理改变 , 表明

sICAM-1与早期糖尿病肾病存在密切关系。 Faschillg等[3]发
现 1型糖尿病患者中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微量或大量白蛋
白尿患者的 sICAM-1水平比没有上述病变的患者高。 Otsuki
等[4]的研究结果表明，伴有颈动脉粥样硬化的 2型糖尿病患
者， 其血清 sICAM-1水平要比没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
高，提示 sICAM-1与糖尿病血管病变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血清 sICAM-1水平升高，DN组
较糖尿病无肾病组更高，提示长期的高血糖刺激，血管内皮
细胞 sICAM-1的表达增加， 其结果导致白细胞黏附增加、血
管内皮细胞慢性炎症， 近而促进 DN%的形成， 间接反映 DM
病情发展和血糖控制的好坏程度。 综上所述，sICAM-1%与糖
尿病并发肾病关系密切，可作为监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重
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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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动胃汤合莫沙必利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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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疏肝动胃汤合莫沙必利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 80 例符合 FD纳入标准的患者随机

分为 3 组，中药组用自拟疏肝动胃汤治疗，西药组口服莫沙必利，中西结合组同时服用中药组和西药组药物。3 组疗程均为 6 周。停

药 2 月后评定疗效。结果：总有效率：中药组 62.5%，西药组 61.9%，中西结合组 85.7%。中西结合组与中药组、西药组在总有效率比

较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疏肝动胃汤合莫沙必利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疗效优于单纯中药组或西药组。

关键词：疏肝动胃汤；莫沙必利；功能性消化不良；中西医结合疗法

Abstract:%Objective：To%observe%the%clinical%effect%of%decoction%combined%with%mosapride%on%functional%dyspepsia%(FD).Methods：
Eighty%patients%with%FD%were% randomly%divided% into%3%groups:%Chinese%herb%group%was% treated%with%Sugandongwei%decoction，western%
medicine% group%with%mosapride， Chinese% herb%with%western%medicine% group%was% given% Sugandongwei% decoction% and%mosapride.% The%
course%of% treatment% in% each% group%was% 6%weeks.%After% 2%months% the% therapeutic% effect%was% evaluated.%Results：The% total% effective%was:%
Chinese%herb%group%62.5%， western%medicine%group%61.9%%and%Chinese%herb%with%western%medicine%group%85.7%.%There%was%significant%
difference%between%Chinese%herb%with%western%medicine%group%and%Chinese%herb%group%or%western%medicine%group%(P%<0.05).%Conclusion：
The%clinical%effect%of%Sugandongwei%decoction%combined%with%mosapride%on%FD%is%superior% to%Chinese%herb%group%or%western%medicine%
group.

Key words:Sugandongwei%decoction;%mosapride;%functional%dyspepsia;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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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 (functional%dyspepsia,%FD) 是临床常见
病、多发病，占消化疾病患者的 20%~40%，是一组以上腹部
不适、餐后饱胀、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症候群。 由

于 FD的确切病因尚不完全明确，治疗效果也不尽令人满意。
笔者自 2003年根据近年来中医、 西医对 FD发病机制的认
识，自拟疏肝动胃汤合莫沙必利治疗 FD取得良好效果。现报

!!!!!!!!!!!!!!!!!!!!!!!!!!!!!!!!!!!!!!!!!!!!!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