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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3 年版 ）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序

　　千百年来医学不断探索，寻找治疗人类疾病的良方，探

索的脚步从未停息。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一直是

医者的神圣使命。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生活方式的改

变和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使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正呈快速上

升的趋势，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另一个严重危害

人民健康的重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２００５到 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由于糖尿病及相关心血管疾病导致

的经济损失达 ５ ５７７亿美元。 而近年的多项调查表明：无论

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糖尿病控制状况均

不容乐观。 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的管理自

２００９年开始作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措

施，纳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 ３年实施方案。

为遏制糖尿病病魔肆虐，长期以来，中华医学会糖尿病

学分会与世界各国的同仁一起为防治糖尿病做着孜孜不倦

的努力，开展了大量糖尿病宣传教育、流行病学调查、预防与

治疗研究和临床工作。 临床工作的规范化是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防治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指南是临床工作规范化的学

术文件和依据。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组织全国专家编写了枟中国 ２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枠，此后又

于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１０年予以更新。 指南不同于教科书，指南是

重视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学术文件；指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圣经”，而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指导性文件。

近年来，我国糖尿病领域研究进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一

批成果，这些研究已对临床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有鉴于

此，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再一次组织全国

专家修订了枟中国 ２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枠，以适应当今日新

月异的糖尿病防治工作需要。 ２０１３年修订版是在２０１０年的

基础上，根据我国糖尿病流行趋势和循证医学研究的进展，

以循证医学为理论基础，既参考了国内外流行病学资料、近

年的临床试验成果及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又结合了我国糖尿

病防治的实践和研究数据，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由近百位专

家集体讨论和编写，历时两年完成的。 及时修订并推广糖尿

病防治指南对于指导医护人员及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提高糖

尿病患者的检出率、管理率及控制率，预防并发症，以及制定

相应的卫生服务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修订过程中，多位专家

提供了对于指南如何实施，如何切合我国国情的真知灼见；

更有兄弟学会相关学科专家的大力支持，使我们的指南日趋

完善和有代表性。 对于一些尚未能形成共识的前沿问题，

２０１３版指南修订采用了开放和包容的原则，以期能促进将

来的学术研究。

我们知道，国外如美国糖尿病学会每年均更新糖尿病诊

治专家共识或指南。 尽管我国的研究证据日益丰富和完善，

但证据链还不够完善，高级别的临床研究证据还在积累阶

段，故目前每年修订指南的条件尚不成熟，待时机成熟时我

们也会以每年更新补充的形式进行指南的修订工作。

我们衷心希望枟中国 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枠及今后不断

发展的糖尿病防治实践活动，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糖尿病，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降低疾病负担，为糖尿病患者和民众

的健康送去福祉，为世界糖尿病防治事业贡献出来自中国的

力量。

最后，衷心感谢 ２０１３ 版指南修订的各位顾问委员会成

员、学术委员会成员和编写委员会成员。

翁建平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枟中国 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２０１３年版）枠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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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传染性疾病（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ＮＣＤ，主要包
括糖尿病、肿瘤、心血管疾病）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死亡原
因。 每年全球所发生的死亡中，有 ６３％是由 ＮＣＤ所导致的。
全球每年 ３ ６００万人死于 ＮＣＤ，其中有 １ ４００万人死于 ７０岁
前，而这些早死多数是可以预防的。 ８０％与 ＮＣＤ 相关的死
亡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２０１２年 ５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形成了一项重要决
议，各国政府确立了到 ２０２５ 年将慢性疾病造成的过早死亡
人数减少 ２５％的新目标。 这一目标的确立将促使各国政府
制定国家的 ＮＣＤ防治策略并采取具体可行的实际行动落实
此策略。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９ 日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成员国
确定了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缺乏体力活动等在内的九
个自愿性全球 ＮＣＤ控制目标和 ２５ 项与 ＮＣＤ防治相关的具
体指标。 ＷＨＯ这项决议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将国际社会对
ＮＣＤ的严重关注和政治承诺从言论变成了可被测量的具体
行动。 在这个决议之后，联合国的各个成员国有义务将其对
本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承诺落实为具体的实际行动，并将这
些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报告给国际社会以接受检验。 对 ＮＣＤ
控制的表现将作为一项新的用于衡量各个国家社会发展水

平的硬指标。
糖尿病是当前威胁全球人类健康的最重要的 ＮＣＤ 之

一，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ＩＤＦ）统计，２０１１ 年全球糖尿病患
者人数已达 ３畅７亿，其中 ８０％在发展中国家，估计到 ２０３０年
全球将有近 ５畅５亿糖尿病患者。 ２０１１ 年全球共有 ４６０ 万人
死于糖尿病，当年糖尿病的全球医疗花费达 ４ ６５０ 亿美元。
其中糖尿病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快速增长，已给这
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 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８年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ＣＤＳ）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展的糖
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 ２０岁以上的人群中，糖尿病患病
率为 ９畅７％，糖尿病前期的比例为 １５畅５％，糖尿病患者中仅
有 ４０％获得诊断。 最近发表的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也进一
步验证了这一发现。
糖尿病不仅给患病个体带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并

导致寿命的缩短，还给个人、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ＣＤＳ在 ２００７至 ２００８年开展的糖尿病经济负担调查发现，与

正常血糖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住院的天数增加 １ 倍，就诊
次数增加 ２畅５ 倍，医疗花费增加了 ２畅４ 倍。 病程超过 １０ 年
的糖尿病患者与病程在 ５年之内者相比，医疗费用增加了近
３倍。

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预防糖尿病前期向糖尿病转化，我
国糖尿病人群将进一步增加，这对我国当前已经不堪重负的
医疗系统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已被诊断的患者如果得不到
良好的治疗和管理，糖尿病并发症给个人、家庭和国家所带
来的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和经济

的健康发展。 因糖尿病人口众多，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由经
济快速发展所积累下的财富中的很大部分将被用于治疗糖

尿病患者的慢性并发症和维持其终末期生命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为了能够更好地规范针对糖尿病

的诊疗行为，最大程度地确保糖尿病的防治能够在临床证据
的基础上更安全、更有效和更经济地进行，世界许多发达国
家和国际上的学术团体纷纷制定了糖尿病的防治指南，并采
取措施促进指南在临床实践中的落实且已取得实效。 作为
我国与糖尿病防治相关的最权威学术机构，ＣＤＳ 自 ２００３ 年
开始制定枟中国 ２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枠并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年进行了修订。 该指南是以国内外临床医学研究所产
生的临床证据为依据，参考和借鉴国际上已经制定的指南而
制定的，在我国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已经成为我
国糖尿病防治工作的“圣经”。 三年来，随着更多的临床证
据的产生和更新，糖尿病的防治方法和治疗管理策略均发生
了较大的改变。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指南进行更新，以便使
与糖尿病防治相关的新的临床证据能更快地转化到我国糖

尿病的防治工作中去。
当前，我国糖尿病的防治工作还存在许多巨大的挑战，

如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人数远高于糖尿病患者，多数已患糖尿
病者尚未得到诊断，已被诊断者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率
低，指南所推荐的标准诊疗的落实率低等。 我们希望枟中国
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枠能成为指导我国与糖尿病防治相关的
医务人员临床实践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在克服上述挑战和进
一步提高我国糖尿病的防治水平中发挥更大作用。

纪立农

国际糖尿病联盟副主席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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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流行病学

表 1　我国 ５次全国性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汇总

调查年份
（诊断标准）

调查人数
（万）

年龄　
（岁）　

　糖尿病
患病率（％） ＩＧＴ患病率（％） 筛选方法

１９８０ ａ（兰州标准） ３０  全人群 ０ ЁЁ畅６７ － 尿糖 ＋馒头餐 ２ ｈＰＧ 筛选高危人群
１９８６（ＷＨＯ １９８５） １０  ２５ ～６４ 3１ ЁЁ畅０４ ０ 邋邋畅６８ 馒头餐 ２ ｈＰＧ

筛选高危人群

１９９４（ＷＨＯ １９８５） ２１  ２５ ～６４ 3２ ЁЁ畅２８ ２ 邋邋畅１２ 馒头餐 ２ ｈＰＧ
筛选高危人群

２００２（ＷＨＯ １９９９） １０  ≥１８ 沣城市 ４ __畅５
农村 １ _畅８

ＩＦＧ ２ }}畅７
１ 邋畅６

ＦＰＧ
筛选高危人群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ＷＨＯ １９９９） 　 ４   畅６ ≥２０ 沣９ ЁЁ畅７ １５   畅５ ｂ ＯＧＴＴ一步法
　　注：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 ＩＧＴ：葡萄糖耐量异常；ＩＦＧ：空腹血糖受损；２ ｈＰＧ：餐后 ２ ｈ 血糖；ＦＰＧ：空腹血糖；ＯＧＴＴ：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１ ｍｍｏｌ／Ｌ ＝１８ ｍｇ／ｄｌ；ａ 诊断标准为 ＦＰＧ≥１３０ ｍｇ／ｄｌ 或（和）２ ｈＰＧ≥２００ ｍｇ／ｄｌ 或（和）ＯＧＴＴ曲线上 ３ 点超过诊断标准［０′１２５、３０′１９０、６０′１８０、

１２０′１４０、１８０′１２５ ｍｇ／ｄｌ，其中 ０′、３０′、６０′、１２０′、１８０′为时间点（分），３０′或 ６０′为 １ 个点；血糖测定为邻甲苯胺法，葡萄糖为 １００ ｇ］；ｂ 糖尿病前期，

包括 ＩＦＧ、ＩＧＴ、或二者兼而有之（ ＩＦＧ／ＩＧＴ）； －：无数据

　　一、２型糖尿病的流行病学
近 ３０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 １９８０ 年全国

１４省市 ３０万人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糖尿病的患病率为
０畅６７％。 １９９４至 １９９５年进行了全国 １９省市 ２１万人的糖尿
病流行病学调查，２５ ～６４ 岁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２畅５％
（人口标化率为 ２畅２％），糖耐量异常为 ３畅２％（人口标化率
为 ２畅１％）。
最近 １０年，糖尿病流行情况更为严重。 ２００２ 年全国营

养调查的同时进行了糖尿病的流行情况调查。 该调查利用
空腹血糖＞５畅５ ｍｍｏｌ／Ｌ 作为筛选指标，高于此水平者进行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 １８ 岁以上的城市人口的糖
尿病患病率为 ４畅５％，农村为 １畅８％。 城市中，年龄在 １８ ～
４４岁、４５ ～５９ 岁及 ６０ 岁以上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
２畅９６％、４畅４１％和 １３畅１３％，而农村相应年龄段的患病率则分
别为 １畅９５％、０畅９８％和 ７畅７８％。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在 ＣＤＳ 的
组织下，全国 １４个省市进行了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通
过加权分析，考虑性别、年龄、城乡分布和地区差异的因素
后，估计我国 ２０岁以上成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９畅７％，中
国成人糖尿病总数达 ９ ２４０万，其中农村约 ４ ３１０万，城市约
４ ９３０万。 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和中华医学会内
分泌学分会调查了中国 １８ 岁以上人群糖尿病的患病情况，
应用ＷＨＯ １９９９年的诊断标准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为 ９畅７％，
再次证实我国可能已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

家，若同时以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６畅５％作为糖尿病诊
断标准，则其患病率为 １１畅６％。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次调查的方法和诊断标准并不一致，

如 １９９７年后糖尿病诊断的空腹血糖切点从≥７畅８ ｍｍｏｌ／Ｌ改
为≥７畅０ ｍｍｏｌ／Ｌ。 因此，如果采用最近的诊断标准，表 １ 中
前 ３ 次的调查结果患病率是被低估的。 在调查方法上，

前 ４次调查都是通过筛选高危人群后再进行 ＯＧＴＴ 的，如
１９８０年采用尿糖阳性加餐后 ２ ｈ 血糖进行 １００ ｇ 葡萄糖的
ＯＧＴＴ试验。 １９８６和 １９９４年的调查则是用 ２ ｈＰＧ筛选高危
人群，包括部分餐后 ２ ｈ 血糖相对正常者（餐后 ２ ｈ 血糖≥
６畅７ ｍｍｏｌ／Ｌ），２００２年则是用空腹血糖进行筛选的。 筛选方
法不同可能导致患病率估计的偏差，如尿糖敏感性低、用空
腹血糖筛选可能遗漏空腹血糖正常的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

人群；而用餐后 ２ ｈ 血糖筛选高危人群的方法，可能遗漏空
腹血糖受损（ＩＦＧ）的患者。 而 ２００７至 ２００８年完成的全国糖
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则是采用自然人群 ＯＧＴＴ试验来调查糖
尿病的患病率，可能更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糖尿病和糖尿病前
期的流行情况（表 １）。 ＨｂＡ１ｃ本身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方法增
加诊断的特异性，但降低敏感性。 是否应该联合其与 ＯＧＴＴ
作为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方法（此方法诊断中国人糖
尿病前期的患病率达 ５０％），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目前，我们还缺乏有代表性的 １型糖尿病患病率和发病

率的研究。 根据推算，我国糖尿病总体人群中 １型糖尿病的
比例应小于 ５％。 上述几次调查结果是糖尿病的总体情况，
其中包括了 １型糖尿病患者。
二、妊娠糖尿病的流行病学
我国，曾经进行过几次城市妊娠糖尿病的调查。 一般先

经过口服 ５０ ｇ ＯＧＴＴ 进行初次筛查，然后进行 ７５ ｇ ＯＧＴＴ。
天津城区通过对近 １万名妊娠女性进行筛查，显示妊娠糖尿
病的患病率为 ２畅３１％（ＷＨＯ诊断标准）。 而 ２００８ 年对中国
１８个城市 １６ ２８６名妊娠女性的筛查结果表明，妊娠糖尿病
的患病率为 ４畅３％［美国糖尿病学会（ＡＤＡ）诊断标准］。 高龄
妊娠、糖尿病家族史、超重（或肥胖）是妊娠糖尿病的危险因
素。 反复阴道真菌感染、自然流产、南方住民等与妊娠糖尿病
也有关。 但这些研究仅限于城市地区，只能代表城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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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糖尿病并发症的流行病学
糖尿病的并发症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其

发生与很多因素相关，包括遗传、年龄、性别、血糖控制水平、
糖尿病病程以及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等。 要了解糖尿病并
发症的流行情况非常困难，需要在糖尿病患者中进行调查，
并发症的定义也需明确。 迄今，我国还缺乏设计很好的糖尿
病并发症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ＣＤＳ糖尿病慢性并发症调查组报告，在三甲医院中住院
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患病率分别为：高血压 ３４畅２％、脑
血管病 １２畅６％、心血管病 １７畅１％、下肢血管病 ５畅２％。 防治
心脑血管疾病所需的医疗支出，占糖尿病医疗费用的最主要
部分。

“中国心脏调查”研究发现，糖尿病是冠心病的重要伴
发疾病：（１）中国冠心病患者的糖代谢异常患病率（包括糖
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约为 ８０％，高于西方人；（２）中国冠心病
患者负荷后高血糖的比例更高；（３）冠心病患者单纯检测空
腹血糖会漏诊 ７５％的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患者。
下肢动脉病变是外周动脉疾病（ＰＡＤ）的一个组成成分，

表现为下肢动脉的狭窄、闭塞。 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
病患者更常累及股深动脉及胫前动脉等中小动脉。 其主要
病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炎和栓塞等也可导致 ＰＡＤ，但以
动脉粥样硬化为主。 下肢动脉病变的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加
而增加，同时糖尿病患者发生下肢血管病变的危险性较非糖
尿病患者增加 ２ 倍；依据调查方法的不同［如踝肱指数
（ＡＢＩ）测量或ＷＨＯ间歇性跛行调查表等］，下肢动脉病变的
患病率报道不一；根据 ＡＢＩ检查，我国 ５０岁以上糖尿病患者
的下肢动脉病变的患病率高达 １９畅４７％ ～２３畅８０％。 糖尿病
患者下肢截肢的相对危险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４０ 倍。 大约
８５％的截肢是由足溃疡引发的，约 １５％的糖尿病患者最终
会发生足溃疡。 ２０１０ 年 ３９ 家医院共有 １ ６８４ 例患者截肢，
糖尿病足截肢者 ４７５ 例 （２８畅２％），占非创伤性截肢的
３９畅５％（４７５／１ ２０４）。 ４７５ 例糖尿病截肢患者中，男性占
６５畅９％，平均年龄（６６ ±１２）岁，平均糖尿病病程 （１３０ ±
９４）个月，ＨｂＡ１ｃ 水平为 ８畅９％ ±２畅４％，糖尿病截肢患者合
并神经病变者为 ５０畅１％、下肢动脉病变为 ７４畅８％、肾病为
２８畅４％、视网膜病变为 ２５畅９％。 糖尿病截肢患者以 Ｗａｇｎｅｒ
４级患者最多，占 ５０畅３％，小截肢占 ６７畅５％。 微血管并发症
是糖尿病的特异性慢性并发症，与糖尿病病程与血糖控制状
态直接相关。 其患病率或发病率的调查需要科学设计，包括
抽样的代表性、并发症的定义和客观判断的方法。 对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四地 １０ 家医院 １９９１ 至 ２０００ 年住院的
３ ４６９例 ２型糖尿病患者依据其住院病历进行糖尿病慢性并
发症及相关大血管疾病进行统计分析，各种糖尿病慢性并发
症及相关大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糖尿病视网膜并发症
３１畅５％，糖尿病肾脏并发症 ３９畅７％，糖尿病神经病变
５１畅１％，高血压 ４１畅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２５畅１％，脑血管疾病 １７畅３％，下肢血管疾病 ９畅３％。 糖尿病
病程、血糖控制状态、血压水平等是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发

病的主要相关因素。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导致成人失明的主要原因。 在

２型糖尿病成人患者中，２０％ ～４０％出现视网膜病变，８％视
力丧失。 ２００１年 ＣＤＳ对中国大城市２４ ４９６例住院糖尿病患
者并发症进行的回顾性分析发现，２ 型糖尿病并发眼病者占
３５畅７％，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随病程和年龄的增
长而上升。
糖尿病肾病是造成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常见原因，在亚太

地区的患病率较高。 ２００１年我国住院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
示，２型糖尿病并发肾病的患病率为 ３４畅７％。
糖尿病诊断后 １０ 年内常有明显的临床糖尿病神经病

变，其发生率与病程相关。 神经功能检查发现，６０％ ～９０％
的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病变，其中 ３０％ ～４０％的患者无
症状。 ２００１年国内住院患者调查发现，６１畅８％的 ２型糖尿病
患者并发神经病变。 在吸烟、年龄超过 ４０ 岁以及血糖控制
差的糖尿病患者中神经病变的患病率更高。 由于目前资料
主要来自城市大医院，估计有较大的偏差。 但多数糖尿病患
者病程短、控制不佳，这意味着在 １０ 年、２０ 年后，糖尿病并
发症才真正是中国卫生系统的巨大挑战。
总结我国糖尿病的流行情况，具有以下特点：
１畅在我国患病人群中，以 ２ 型糖尿病为主，２ 型糖尿病

占 ９０畅０％以上，１型糖尿病约占 ５畅０％，其他类型糖尿病仅占
０畅７％；城市妊娠糖尿病的患病率接近 ５畅０％。

２畅经济发达程度与糖尿病患病率有关：在 １９９４ 年的调
查中，高收入组的糖尿病患病率是低收入组的 ２ ～３ 倍。 最
新的研究发现发达地区的糖尿病患病率仍明显高于不发达

地区，城市仍高于农村。
３畅未诊断的糖尿病比例高于发达国家：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

全国调查 ２０岁以上成人糖尿病患者中，新诊断的糖尿病患
者占总数的 ６０％，尽管较过去调查有所下降，但远高于发达
国家（美国约 ４８％）。

４．男性、低教育水平是糖尿病的易患因素：在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年的调查中，在调整其他危险因素后，男性患病风险比
女性增加 ２６％，而文化程度在大学以下的人群糖尿病发病
风险增加 ５７％。

５畅表型特点：我国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体质指数
（ＢＭＩ）约为 ２５ ｋｇ／ｍ２ ，而高加索人糖尿病患者的平均 ＢＭＩ多
超过 ３０ ｋｇ／ｍ２ ；餐后高血糖比例高，在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
中，单纯餐后血糖升高者占近 ５０％。

６畅国内缺乏儿童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资料，临床上发现，
近年来 ２０岁以下的人群中 ２型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

７畅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常见。 由于我国糖尿病患
者平均病程短，特异性并发症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
肾病是未来巨大的挑战。
四、我国糖尿病流行的可能原因
在短期内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急剧增加可能有多种原因，

例如：
１．城市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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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已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４％上升
到 ２００６年的 ４３％。

２．老龄化：中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逐年增加，
２０００年为 １０％，到 ２００６ 年增加到 １３％。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调
查中 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在 ２０％以上，比 ２０ ～
３０岁人群患病率高 １０倍。 在调整其他因素后，年龄每增加
１０岁糖尿病的患病率提高 ６８％。

３．生活方式改变：城市化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
变。 人们出行方式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我国城市中主要交通
工具进入了汽车时代。 人们每天的体力活动明显减少，但热
量的摄入并没有减少，脂肪摄入在总的能量摄入中所占比例
明显增加。 在农村，随着农业现代化，人们的劳动强度已大
幅降低。 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也使得人们长期处于应激环
境，这些改变可能与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４．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伴随超重和
肥胖的比例明显增加。 按 ＷＨＯ 诊断标准，在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年的被调查者中，超重者占 ２５畅１％，肥胖者占 ５畅０％，与
１９９２年及 ２００２年相比均有大幅度增加。

５．筛查方法：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使用一步法 ＯＧＴＴ

的筛查方法，结果显示，在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中 ４６畅６％的
是空腹血糖＜７畅０ ｍｍｏｌ／Ｌ，但 ＯＧＴＴ后 ２ ｈＰＧ≥１１畅１ ｍｍｏｌ／Ｌ，
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中 ７０％是孤立的 ＩＧＴ。

６．易感性：当肥胖程度相同时，亚裔人糖尿病风险增加。
与白人相比较，在调整性别、年龄和 ＢＭＩ 后，亚裔人糖尿病
的风险比为 １畅６。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糖尿病的患病率
和发病率高于白种人，也支持中国人是糖尿病易感人群。 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前半期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与大陆地区华
人生活习惯相近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和地区
（如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其年龄标化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７畅７％～１１畅０％。 与此对应的是，在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和 １９９８ 年
３次流行病学调查中，毛里求斯 ２５ ～７５ 岁的华人糖尿病患
病率均超过了 １１％。

７畅糖尿病患者生存期增加：随着对糖尿病各种并发症
危险因素控制水平的改善以及对并发症治疗水平的提高，糖
尿病患者死于并发症的风险明显下降。
中国糖尿病严峻的流行现状、未诊断人群比例高、大量

的糖尿病高危人群都提示在糖尿病的预防中，我们还有更多
的工作要做。

糖尿病的诊断与分型

　　一、糖尿病的诊断
糖尿病的临床诊断应依据静脉血浆血糖而不是毛细血

管血的血糖检测结果。 若无特殊提示，文中所提到的血糖均
为静脉血浆葡萄糖水平值。
血糖的正常值和糖代谢异常的诊断切点主要依据血糖

值与糖尿病特有的慢性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糖尿
病发生风险的关系来确定。 目前常用的诊断标准和分类有
ＷＨＯ（１９９９ 年）标准和 ＡＤＡ（２００３）年标准。 本指南采用
ＷＨＯ（１９９９年）糖尿病诊断、糖代谢状态分类标准（表 ２、表
３）和糖尿病的分型体系（表 ４），空腹血浆葡萄糖或 ７５ ｇ
ＯＧＴＴ后的 ２ ｈ血糖值可单独用于流行病学调查或人群筛
查。 但我国资料显示仅查空腹血糖，糖尿病的漏诊率较高，
理想的调查是同时检查空腹血糖及 ＯＧＴＴ 后 ２ ｈ 血糖值，
ＯＧＴＴ其他时间点血糖不作为诊断标准。
　　建议已达到糖调节受损的人群，应行ＯＧＴＴ检查，以降

表 2　糖代谢状态分类（ＷＨＯ １９９９）

糖代谢分类
静脉血浆葡萄糖（ｍｍｏｌ／Ｌ）

空腹血糖 糖负荷后 ２ ｈ 血糖
正常血糖 ＜６   畅１ ＜７ ''畅８

空腹血糖受损（ ＩＦＧ） ６ ee畅１ ～＜７ 亖畅０ ＜７ ''畅８

糖耐量减低（ ＩＧＴ） ＜７   畅０ ７ \\畅８ ～＜１１ 牋畅１

糖尿病 ≥７   畅０ ≥１１ ;;畅１

　　注： ＩＦＧ 和 ＩＧＴ统称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前期

低糖尿病的漏诊率。
二、关于用 ＨｂＡ１ｃ诊断糖尿病的问题
部分国家将 ＨｂＡ１ｃ作为筛查糖尿病高危人群和诊断糖

尿病的一种方法。 ＨｂＡ１ｃ 较 ＯＧＴＴ 试验简便易行，结果稳
定，变异性小，且不受进食时间及短期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
患者依从性好。 ２０１０ 年 ＡＤＡ指南将 ＨｂＡ１ｃ≥６畅５％作为糖
尿病诊断标准之一。 ２０１１年ＷＨＯ也建议在条件具备的国家
和地区采用这一切点诊断糖尿病。 但鉴于 ＨｂＡ１ｃ 检测在我
国尚不普遍，检测方法的标准化程度不够，测定 ＨｂＡ１ｃ的仪
器和质量控制尚不能符合目前糖尿病诊断标准的要求 。 本指
南仍不推荐在我国采用 ＨｂＡ１ｃ诊断糖尿病。 但对于采 用标
准化检测方法，并有严格质量控制，正常参考值在４畅０％～
６畅０％的医院，ＨｂＡ１ｃ≥６畅５％可作为诊断糖尿病的参考。

表 3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 静脉血浆葡萄糖
水平（ｍｍｏｌ／Ｌ）

（１）典型糖尿病症状 （多饮、多尿、多食、
体重下降）加上随机血糖检测

≥１１ YY畅１

　 或 加上

（２）空腹血糖检测 ≥７ 11畅０
　 或 加上
（３）葡萄糖负荷后 ２ ｈ 血糖检测 ≥１１ YY畅１
　 无糖尿病症状者，需改日重复检查

　　注：空腹状态指至少 ８ ｈ 没有进食热量；随机血糖指不考虑上次

用餐时间，一天中任意时间的血糖，不能用来诊断空腹血糖受损或糖

耐量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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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急性感染、创伤或其他应激情况下可出现暂时性
血糖增高，若没有明确的糖尿病病史，就临床诊断而言不能
以此时的血糖值诊断糖尿病，须在应激消除后复查，再确定
糖代谢状态。
三、糖尿病的分型
本指南采用 ＷＨＯ（１９９９ 年）的糖尿病病因学分型体系。

主要根据病因学证据将糖尿病分 ４ 大类，即 １ 型糖尿病、２
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表 ４）。

表 4　糖尿病病因学分类（ＷＨＯ，１９９９）
一、 １ 型糖尿病
　１ ;．免疫介导性
　２ ;．特发性
二、 ２ 型糖尿病
三、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
　１ ;．胰岛 β细胞功能遗传性缺陷

第 １２ 号染色体，肝细胞核因子-１α（ ＨＮＦ-１α） 基因突变
（ＭＯＤＹ３）
第 ７ 号染色体，葡萄糖激酶（ＧＣＫ）基因突变（ＭＯＤＹ２）
第 ２０ 号染色体，肝细胞核因子-４α（ ＨＮＦ-４α） 基因突变
（ＭＯＤＹ１）
线粒体 ＤＮＡ
其他

　２ ;．胰岛素作用遗传性缺陷Ａ 型胰岛素抵抗
矮妖精貌综合征（ ｌｅｐｒｅｃｈａｕｎｉｓｍ）Ｒａｂｓｏｎ-Ｍｅｎｄｅｎｈａｌｌ 综合征
脂肪萎缩性糖尿病
其他

　３ ;．胰腺外分泌疾病：胰腺炎、创伤／胰腺切除术后、胰腺肿瘤、胰
腺囊性纤维化、血色病、纤维钙化性胰腺病及其他

　４ ;．内分泌疾病：肢端肥大症、库欣综合征、胰高糖素瘤、嗜铬细
胞瘤、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生长抑素瘤、醛固酮瘤及其他

　５ ;．药物或化学品所致的糖尿病：Ｖａｃｏｒ（Ｎ-３ 吡啶甲基 Ｎ-Ｐ 硝基苯
尿素）、喷他脒、烟酸、糖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二氮嗪、β-肾上
腺素能激动剂、噻嗪类利尿剂、苯妥英钠、α-干扰素及其他

　６ ;．感染：先天性风疹、巨细胞病毒感染及其他

　７ ;．不常见的免疫介导性糖尿病：僵人（ ｓｔｉｆｆ-ｍａｎ）综合征、胰岛素
自身免疫综合征，胰岛素受体抗体及其他

　８ ;．其他与糖尿病相关的遗传综合征：Ｄｏｗｎ 综合征、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
综合征、Ｔｕｒｎｅｒ综合征、Ｗｏｌｆｒａｍ 综合征、Ｆｒｉｅｄｒｅｉｃｈ 共济失调、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舞蹈病、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Ｍｏｏｎ-Ｂｅｉｄｅｌ 综合征、强直性肌营
养不良、卟啉病、Ｐｒａｄｅｒ-Ｗｉｌｌｉ综合征及其他

四、 妊娠糖尿病

　　注：ＭＯＤＹ：青少年的成人起病型糖尿病

　　１型糖尿病、２型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类型。
１型糖尿病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其显著的病理生理学
和病理学特征是胰岛β细胞数量显著减少和消失所导致的
胰岛素分泌显著下降或缺失。 ２ 型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
制目前亦不明确，其显著的病理生理学特征为胰岛素调控葡
萄糖代谢能力的下降（胰岛素抵抗）伴随胰岛β细胞功能缺
陷所导致的胰岛素分泌减少（或相对减少）。 妊娠期糖尿病
是在妊娠期间被诊断的糖尿病或糖调节异常，不包括已经被
诊断的糖尿病患者妊娠时的高血糖状态。 特殊类型糖尿病
是病因学相对明确的高血糖状态。 随着对糖尿病发病机制
研究的深入，特殊类型糖尿病的种类会逐渐增加。 临床上应
注意寻找糖尿病的可能病因。
四、如何区别 １型和 ２型糖尿病？

血糖水平不能区分 １ 型还是 ２ 型糖尿病。 即使是被视
为 １型糖尿病典型特征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有时在 ２型糖
尿病也会出现。 在患者起病初期进行分类有时的确很困难。
目前诊断 １型糖尿病主要根据临床特征。

１型糖尿病具有以下特点：
（１）发病年龄通常小于 ３０岁；
（２）起病迅速；
（３）中度至重度的临床症状；
（４）明显体重减轻；
（５）体型消瘦；
（６）常有酮尿或酮症酸中毒；
（７）空腹或餐后的血清 Ｃ肽浓度明显降低或缺如；
（８）出现自身免疫标记：如谷氨酸脱羧酶抗体（ＧＡＤＡ）、

胰岛细胞抗体（ＩＣＡ）、人胰岛细胞抗原 ２抗体（ＩＡ-２Ａ）等。
年轻糖尿病患者的分类尤为困难，因为 １ 型、２ 型糖尿

病在青年人群中发病率相近。 尽管在欧洲 ２ 型糖尿病的发
病年龄常在 ５０岁以上，然而在太平洋岛屿的居民和其他一些
高发种群，如南亚和东南亚人，２０ ～３０岁年龄组发病的人数逐
渐增加，而且目前同样的情形也出现于青少年前期儿童 。
　　如果不确定分类诊断，可先做一个临时性分类，用于指
导治疗。 然后依据对治疗的初始反应以及追踪观察其临床
表现再重新评估、分型。
血清 Ｃ肽和ＧＡＤＡ及其他与 １型糖尿病相关的自身免疫

标记物的检测有助于鉴别诊断，但不作为建立诊断的必要证据。
五、儿童和青少年 ２型糖尿病
尽管儿童多见 １型糖尿病，但儿童和青少年 ２ 型糖尿病

的发病率正在不断增加，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国内目
前尚无儿童和青少年 ２ 型糖尿病的全国性流行病学统计资
料。 大多数 ２型糖尿病患者肥胖，起病隐匿，有较强的 ２ 型
糖尿病家族史。 极少数为急性起病，表现为多饮、多尿、酮
症，而需要暂时性胰岛素治疗，在临床上应和 １ 型糖尿病作
鉴别（表 ５）。

表 5　青少年 １型和 ２型糖尿病的鉴别要点
鉴别点 １ 型糖尿病 ２ 型糖尿病
起病 急性起病，症状明显 缓慢起病，症状不明显
临床特点 体重下降

多尿
烦渴，多饮

肥胖
较强的 ２ 型糖尿病家族史
有高发病率种群
黑棘皮病
多囊卵巢综合征

酮症 常见 通常没有Ｃ 肽 低／缺乏 正常／升高
抗体
　ＩＣＡ 阳性 阴性
　ＧＡＤＡ 阳性 阴性
　ＩＡ-２Ａ 阳性 阴性
治疗 胰岛素 生活方式、口服降糖药或胰

岛素

相关 的 自
身免 疫 性
疾病

并存几率高 并存几率低

　　注：ＩＣＡ：胰岛细胞抗体；ＧＡＤＡ：谷氨酸脱羧酶抗体；ＩＡ-２Ａ：人胰
岛细胞抗原 ２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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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妊娠时糖尿病的诊断（我国卫生部已经发行行业标准，见 妊娠糖尿病一节）。

糖尿病防治中的三级预防

　　一、２型糖尿病防治中的三级预防概念
一级预防的目标是预防 ２型糖尿病的发生；二级预防的

目标是在已诊断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
发生；三级预防的目标是延缓已发生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进
展、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并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二、２型糖尿病防治中一级预防的策略
（一）２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和干预策略
２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高低主要取决于危险因素的数

目和危险度，有些因素不可改变，另一些是可改变的（表 ６）。
近年来的多项 Ｍｅｔａ分析提示，他汀类药物与糖尿病发生风
险轻度增加相关，但其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获益远大于
这种危害。 由于公共卫生资源的限制，预防 ２型糖尿病应采
取分级管理和高危人群优先的干预策略。

表 6　２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年龄 糖尿病前期（糖耐量异常或合并空
腹血糖受损）（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家族史或遗传倾向 代谢综合征

种族 超重、肥胖、抑郁症

妊娠糖尿病史或巨大儿
　生产史 饮食热量摄入过高、体力活动减少

多囊卵巢综合征 可增加糖尿病发生风险的药物

宫内发育迟缓或早产 致肥胖或糖尿病的社会环境

　　（二）高危人群的糖尿病筛查
２型糖尿病的一级预防应按照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的

不同进行分级管理。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在全人群中通过血
糖检测筛查糖尿病前期患者或系统性地发现其他高危人群

不具有可行性，所以高危人群的发现主要依靠机会性筛查
（如在健康体检中或在进行其他疾病的诊疗时）。 糖尿病筛
查有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提高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水
平。 因此，在条件允许时，可针对高危人群进行糖尿病筛查。

１畅成年人中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定义：在成年人（ ＞
１８岁）中，具有下列任何一个及以上的糖尿病危险因素者：
（１） 年龄≥４０ 岁；（２）有糖调节受损史；（３）超重（ＢＭＩ≥
２４ ｋｇ／ｍ２ ）或肥胖（ＢＭＩ≥２８ ｋｇ／ｍ２ ）和（或）中心型肥胖（男
性腰围≥９０ ｃｍ，女性腰围≥８５ ｃｍ）；（４）静坐生活方式；（５）
一级亲属中有 ２ 型糖尿病家族史；（６）有巨大儿（出生体
重≥４ ｋｇ）生产史或妊娠糖尿病史的妇女；（７）高血压［收缩
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 （或） 舒张压≥９０ ｍｍＨｇ （ １ ｍｍＨｇ ＝
０畅１３３ ｋＰａ）］，或正在接受降压治疗；（８）血脂异常［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０畅９１ ｍｍｏｌ／Ｌ（≤３５ ｍｇ／ｄｌ）、甘油
三酯≥２畅２２ ｍｍｏｌ／Ｌ（≥２００ ｍｇ／ｄｌ）］，或正在接受调脂治疗；

（９）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１０）有一过性类固
醇糖尿病病史者；（１１）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患者；（１２）
长期接受抗精神病药物和（或）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患者。
在上述各项中，糖调节异常是最重要的 ２型糖尿病高危

人群，每年有 １畅５％ ～１０畅０％的糖耐量减低患者进展为 ２ 型
糖尿病。

２畅儿童和青少年中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定义：在儿童和
青少年（≤１８岁）中，超重（ＢＭＩ ＞相应年龄值、性别的第 ８５
百分位）或肥胖（ＢＭＩ＞相应年龄、性别的第 ９５ 百分位）且合
并下列任何一个危险因素者：（１） 一级或二级亲属中有 ２ 型
糖尿病家族史；（２）存在与胰岛素抵抗相关的临床状态（如
黑棘皮病、高血压、血脂异常、ＰＣＯＳ）；（３）母亲怀孕时有糖尿
病史或被诊断为妊娠糖尿病。

３畅糖尿病筛查的年龄和频率：对于成年人的糖尿病高
危人群，不论年龄大小，宜及早开始进行糖尿病筛查，对于除
年龄外无其他糖尿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宜在年龄≥４０ 岁时
开始筛查。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糖尿病高危人群，宜从
１０岁开始，但青春期提前的个体则推荐从青春期开始。 首
次筛查结果正常者，宜每 ３年至少重复筛查一次。

４畅糖尿病筛查的策略：在具备实验室条件的医疗机构
中，宜对就诊和查体的高危人群进行糖尿病筛查。

５畅糖尿病筛查的方法：空腹血糖检查是简单易行的糖
尿病筛查方法，宜作为常规的筛查方法，但有漏诊的可能性。
条件允许时，应尽可能行 ＯＧＴＴ（空腹血糖和糖负荷后 ２ ｈ血
糖）。 暂不推荐将 ＨｂＡ１ｃ检测作为常规的筛查方法。

（三）普通人群的糖尿病筛查
对于普通人群，为了提高糖尿病筛查的有效性，应根据

糖尿病风险程度进行有针对性的糖尿病筛查。
（四）强化生活方式干预预防 ２型糖尿病
多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糖耐量减低人群接受适当的生

活方式干预可延迟或预防 ２ 型糖尿病的发生。 中国大庆研
究的生活方式干预组推荐患者增加蔬菜摄入量、减少酒精和
单糖的摄入量，鼓励超重或肥胖患者（ＢＭＩ ＞２５ ｋｇ／ｍ２ ）减轻
体重，增加日常活动量，每天进行至少 ２０ ｍｉｎ的中等强度活
动；生活方式干预 ６年，可使以后 １４年的 ２ 型糖尿病累计发
生风险下降 ４３％。 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ＤＰＳ）的生活方式
干预组推荐个体化饮食和运动指导，每天至少进行 ３０ ｍｉｎ
有氧运动和阻力锻炼，目标是体重减少 ５％，脂肪摄入量 ＜
总热量的 ３０％；该研究平均随访 ７ 年，可使 ２ 型糖尿病发生
风险下降 ４３％。 美国预防糖尿病计划（ＤＰＰ）研究的生活方
式干预组推荐患者摄入脂肪热量＜２５％的低脂饮食，如果体
重减轻未达到标准，则进行热量限制；生活方式干预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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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的患者体重减轻了 ７％，７４％的患者可坚持每周至少
１５０ ｍｉｎ中等强度的运动；生活方式干预 ３ 年可使糖耐量减
低进展为 ２ 型糖尿病的风险下降 ５８％。 随访累计达 １０ 年
后，生活方式干预组体重虽然有所回升，但其预防 ２ 型糖尿
病的益处仍然存在。 此外，在其他国家的糖耐量减低患者中
开展的研究也同样证实了生活方式干预预防 ２ 型糖尿病发
生的有效性。
本指南建议，糖尿病前期患者应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以

降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并定期随访，给予社会心理支持，以
确保患者的良好的生活方式能够长期坚持；定期检查血糖；
同时密切关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血
脂紊乱等），并给予适当的干预措施。 具体目标是：（１）使超
重或肥胖者 ＢＭＩ 达到或接近 ２４ ｋｇ／ｍ２ ，或体重至少减少
５％～１０％；（２）每日饮食总热量至少减少 ４００ ～５００ ｋｃａｌ
（１ ｋｃａｌ＝４畅１８４ ｋＪ）；（３）饱和脂肪酸摄入占总脂肪酸摄入的
３０％以下；（４）中等强度体力活动，至少保持在 １５０ ｍｉｎ／周。

（五）药物干预预防 ２型糖尿病
在糖尿病前期人群中进行的药物干预试验显示，口服降

糖药二甲双胍、α-糖苷酶抑制剂、噻唑烷二酮类（ＴＺＤｓ）、二
甲双胍与 ＴＺＤｓ联合以及减肥药奥利司他、中药（天芪胶囊）
等药物治疗可降低糖尿病前期人群发生糖尿病的风险。 此
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拮抗剂（ＡＲＢ）类降压药在有效控制血压的同时，亦已被证实
可显著降低新发糖尿病的风险。 然而，由于目前尚无充分的证
据表明药物干预具有长期疗效和卫生经济学益处，故各国制定
的临床指南尚未广泛推荐药物干预作为预防糖尿病的主要手

段。 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为初级阶段且存在显著的
地区不平衡，加之与预防糖尿病相关的卫生保健体制尚不健全。
因此，本指南暂不推荐使用药物干预的手段预防糖尿病。
三、２型糖尿病防治中二级预防的策略
（一）血糖控制
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试验（ＤＣＣＴ）、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

究（ＵＫＰＤＳ），日本 Ｋｕｍｏｍｏｔｏ 研究等强化血糖控制的临床研
究结果提示，在处于糖尿病早期阶段的糖尿病患者中，强化血
糖控制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 ＵＫＰＤＳ
研究还显示，在肥胖或超重人群中，二甲双胍的使用与心肌梗
死和死亡的发生风险显著下降相关。 对 ＤＣＣＴ 和 ＵＫＰＤＳ研
究人群的长期随访结果显示，早期强化血糖控制与长期随访
中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心肌梗死及死亡的发生风险下降相关。
上述研究结果支持在早期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进行血糖的强化
控制可以降低糖尿病大血管和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 。
本指南建议，对于新诊断和早期 ２ 型糖尿病患者，采用

严格控制血糖的策略以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二）血压控制、血脂控制和阿司匹林的使用
ＵＫＰＤＳ研究显示，在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中，采用强化

的血压控制不但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发生风

险，还可显著降低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 高血压优化治疗
试验（ＨＯＴ）以及其他抗高血压治疗临床试验的糖尿病亚组

分析也显示，强化的血压控制可以降低无明显血管并发症的
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病变的风险。 英国心脏保护研究-糖
尿病亚组分析（ＨＰＳ-ＤＭ）、阿托伐他汀糖尿病协作研究
（ＣＡＲＤＳ）等大型临床研究显示，采用他汀类药物降低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的策略可以降低无明显血管并发
症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病变的风险。 控制糖尿病患者
心血管风险行动计划（ＡＣＣＯＲＤ）研究显示，在他汀类药物治
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其他调脂药物未能见到额外的心血管
获益。 在糖尿病患者中采用阿司匹林进行心血管疾病一级
预防的临床试验结果不尽相同，故阿司匹林在糖尿病患者心
血管疾病一级预防中是否具有保护作用目前仍有争论。 尽
管如此，对多个临床试验进行的系统性综述仍显示，在具有
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阿司匹林对心血
管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本指南建议，在没有明显糖尿病血管并发症但具有心血

管疾病危险因素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采取降糖、降压、调脂
（主要是降低 ＬＤＬ-Ｃ）和应用阿司匹林治疗，以预防心血管
疾病和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
四、２型糖尿病防治中三级预防的策略
（一）血糖控制
ＤＣＣＴ、ＵＫＰＤＳ、Ｋｕｍｏｍｏｔｏ、糖尿病与血管疾病行动研究

（ＡＤＶＡＮＣＥ）、美国退伍军人糖尿病研究（ＶＡＤＴ）等强化血
糖控制的临床研究结果提示，强化血糖控制可以降低已经发
生的早期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如背景期视网膜病变、微量白
蛋白尿等）进一步发展的风险。
在已经有严重的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患者中，采用强化

血糖控制的措施是否能降低失明、肾功能衰竭和截肢的发生
风险目前尚缺乏相关的临床研究证据。

ＡＤＶＡ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ＶＡＤＴ等临床试验结果均提示，在
糖尿病病程较长、年龄较大并具有多个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已
经发生过心血管病变的人群中，采用强化血糖控制的措施并
不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发生风险。 相反，ＡＣＣＯＲＤ研
究还显示，在上述人群中，强化血糖控制与全因死亡的风险
增加相关。
本指南建议，在年龄较大、糖尿病病程较长和已经发生

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中，要充分平衡强化血糖控制的利弊，
在血糖控制目标的选择上采用个体化的策略，并制定以患者
为中心的糖尿病管理模式。

（二）血压控制、血脂控制和阿司匹林的使用
已有充分的临床研究证据表明，在已经发生过心血管疾

病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无论是采用单独的降压、调脂或阿
司匹林治疗，还是上述手段的联合治疗，均能够降低 ２ 型糖
尿病患者再次发生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 在糖尿病肾
病的患者中，采用降压措施，特别是使用 ＡＣＥＩ 或 ＡＲＢ 类药
物，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肾病进展的风险。
本指南建议，对于年龄较大、糖尿病病程较长和已经发

生过心血管疾病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应在个体化血糖控制的
基础上，采取降压、调脂（主要是降低 ＬＤＬ-Ｃ）和应用阿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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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措施，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反复发生和死亡的风险，并且 降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

糖尿病的教育和管理

　　糖尿病患者发生微血管病变和大血管病变的风险显著
高于非糖尿病患者，减少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和微血管病
变的风险不但依赖于高血糖的控制，还依赖于其他心血管疾
病危险因素的控制和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善。 糖尿病的控制
除药物治疗外，还需要对血糖和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进行监
测，以了解控制是否达标，并根据控制目标调整治疗。 此外，
由于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疾病，患者的行为和自我管理能力
也是糖尿病控制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糖尿病的控制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治疗而是系统的管理。
一、基本原则
限于目前医学水平，糖尿病仍是一种终身性疾病，因此

应给予糖尿病患者终身的密切医疗关注。 糖尿病治疗的近
期目标是通过控制高血糖和相关代谢紊乱来消除糖尿病症

状和防止出现急性代谢并发症，糖尿病治疗的远期目标是通
过良好的代谢控制达到预防慢性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和延长寿命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建立较完善的糖
尿病教育和管理体系。
二、教育和管理的目标和形式
每位糖尿病患者一旦诊断即应接受糖尿病教育，教育的

目标是使患者充分认识糖尿病并掌握糖尿病的自我管理能

力。 糖尿病教育可以是大课堂式、小组式或个体化，内容包
括饮食、运动、血糖监测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指导，小组式或个
体化形式的针对性更强，更易于个体化。 这样的教育和指导
应该是长期和随时随地进行的，特别是当血糖控制较差需调
整治疗方案或因出现并发症需进行胰岛素治疗时，具体的教
育和指导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应尽可能地标准化和结构化，
为患者提供优质和连续的教育。 任何为患者提供的教育项
目最好应获得认证并定期进行项目的评估和审计。
三、教育管理的落实
每个糖尿病管理单位应有一名受过专门培训的糖尿病

教育护士，设专职糖尿病教育者的岗位，以保证教育的质量。
最好的糖尿病管理模式是团队式管理，糖尿病管理团队的主
要成员应包括：执业医师［普通医师和（或）专科医师］、糖尿
病教员（教育护士）、营养师、运动康复师、患者及其家属。
必要时还可增加眼科、心血管、肾病、血管外科、产科、足病和
心理学医师。
逐步建立定期随访和评估系统，以确保所有患者都能进

行咨询并得到及时的正确指导，这种系统也可以为基层医护
人员提供糖尿病管理的支持和服务。
四、糖尿病教育的内容
１畅糖尿病的自然进程
２畅糖尿病的临床表现

３畅糖尿病的危害及如何防治急慢性并发症
４畅个体化的治疗目标
５畅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干预措施和饮食计划
６畅规律运动和运动处方
７畅饮食、运动、口服药、胰岛素治疗及规范的胰岛素注

射技术

８畅自我血糖监测（ＳＭＢＧ）和尿糖监测（当血糖监测无法
实施时），血糖测定结果的意义和应采取的干预措施

９畅ＳＭＢＧ、尿糖监测和胰岛素注射等具体操作技巧
１０畅口腔护理、足部护理、皮肤护理的具体技巧
１１畅特殊情况应对措施（如疾病、低血糖、应激和手术）
１２畅糖尿病妇女受孕必须做到有计划，并全程监护
１３畅糖尿病患者的社会心理适应
五、糖尿病初诊和随诊方案
见附录 ２。
六、血糖监测
（一）ＨｂＡ１ｃ
ＨｂＡ１ｃ是评价长期血糖控制的金指标，也是指导临床调

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 标准检测方法下的 ＨｂＡ１ｃ正常值
为 ４％～６％，在治疗之初建议每 ３ 个月检测 １ 次，一旦达到
治疗目标可每 ６个月检查一次。 对于患有贫血和血红蛋白
异常疾病的患者，ＨｂＡ１ｃ 的检测结果是不可靠的。 可用血
糖、糖化血清白蛋白或糖化血清蛋白来评价血糖的控制。
ＨｂＡｌｃ测定所采用的方法应可以溯源到 ＤＣＣＴ 中曾使用过
的 ＨｂＡｌｃ检测方法。

（二）ＳＭＢＧ
ＳＭＢＧ指糖尿病患者在家中开展的血糖检测，用于了解

血糖的控制水平和波动情况。 这是调整血糖达标的重要措
施，也是减少低血糖风险的重要手段。 ＳＭＢＧ 只有真正成为
糖尿病管理方案的一部分时才会发挥作用。 采用便携式血
糖仪进行毛细血管血糖检测是最常用的方法，但如条件所限
不能检测血糖，尿糖的检测包括尿糖定量检测也是有帮
助的。

１畅ＳＭＢＧ的指导和质量控制：开始 ＳＭＢＧ前应由医师或
护士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监测技术和监测方法的指导，包括如
何测血糖、何时监测、监测频率和如何记录监测结果。 医
师或糖尿病管理小组每年应检查 １ ～２次患者 ＳＭＢＧ技术和
校准血糖仪，尤其是 ＳＭＢＧ 结果与 ＨｂＡ１ｃ 或临床情况不
符时。
需要强调的是，血糖监测应该是糖尿病教育和管理方案

的一部分，医务人员在建议糖尿病患者开展 ＳＭＢＧ的同时也
应教育患者血糖监测的目的、意义并辅导患者正确解读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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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结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ＳＭＢＧ适用于所有糖尿病患者。 但对于某些特殊患者

更要注意加强血糖监测，如妊娠期接受胰岛素治疗的患者，
血糖控制标准更严，为了使血糖达标，同时减少低血糖的发
生，这些患者进行 ＳＭＢＧ 更重要，应该增加监测频率。 而对
于那些没有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采用定期结构化的血糖

监测，监测次数可相对较少。
２畅ＳＭＢＧ时间点：
（１）餐前血糖监测：适用于注射基础、餐时或预混胰岛

素的患者。 当血糖水平很高时应首先关注空腹血糖水平。
在其他降糖治疗有低血糖风险时（用胰岛素促泌剂治疗且
血糖控制良好者）也应测定餐前血糖。

（２）餐后血糖监测：适用于注射餐时胰岛素的患者和采
用饮食控制和运动控制血糖者。 在其空腹血糖和餐前血糖
已获良好控制但 ＨｂＡ１ｃ仍不能达标者可通过检测餐后血糖
来指导针对餐后高血糖的治疗。

（３）睡前血糖监测：适用于注射胰岛素的患者，特别是
晚餐前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４）夜间血糖监测：用于了解有无夜间低血糖，特别在
出现了不可解释的空腹高血糖时应监测夜间血糖。

（５）出现低血糖症状或怀疑低血糖时应及时监测血糖。
（６）剧烈运动前后宜监测血糖。
３畅ＳＭＢＧ方案：取决于病情、治疗的目标和治疗方案。
（１）因血糖控制非常差或病情危重而住院治疗者应每

天监测 ４ ～７次血糖或根据治疗需要监测血糖，直到血糖得
到控制。

（２）采用生活方式干预控制糖尿病的患者，可根据需要

有目的地通过血糖监测了解饮食控制和运动对血糖的影响

来调整饮食和运动。
（３）使用口服降糖药者可每周监测 ２ ～４ 次空腹或餐后

血糖，或在就诊前一周内连续监测 ３ ｄ，每天监测 ７ 点血糖
（早餐前后、午餐前后、晚餐前后和睡前）。

（４）使用胰岛素治疗者可根据胰岛素治疗方案进行相
应的血糖监测：①使用基础胰岛素的患者应监测空腹血糖，
根据空腹血糖调整睡前胰岛素的剂量；②使用预混胰岛素者
应监测空腹和晚餐前血糖，根据空腹血糖调整晚餐前胰岛素
剂量，根据晚餐前血糖调整早餐前胰岛素剂量；③使用餐时
胰岛素者应监测餐后血糖或餐前血糖，并根据餐后血糖和下
一餐前血糖调整上一餐前的胰岛素剂量。

４畅尿糖的自我监测：虽然 ＳＭＢＧ 是最理想的血糖监测
手段，但有时受条件所限无法作血糖时，也可以采用尿糖测
定来进行自我监测。 尿糖的控制目标是任何时间尿糖均为
阴性，但是尿糖监测对发现低血糖没有帮助。 特殊情况下，
如肾糖阈增高（如老年人）或降低（妊娠）时，尿糖监测对治
疗的指导作用不大。
七、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子的监测
血压和血脂的控制对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具

有重要作用。 血压和血脂是两个重要而且可以干预的心血
管疾病风险因子，对其进行监测和控制达标与血糖的监测和
控制达标同等重要。 糖尿病患者每年应至少检查一次血脂
（包括甘油三酯、总胆固醇、ＨＤＬ-Ｃ 和 ＬＤＬ-Ｃ）。 用调脂药物
者还应在用药后定期评估疗效和副作用。 在患者每次就诊
时均应测量血压。 应指导高血压患者每日在家中自我监测
血压并记录。

2型糖尿病综合控制目标和高血糖的治疗路径

　　２型糖尿病患者常合并代谢综合征的一个或多个组分
的临床表现，如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症等。 伴随着血糖、
血压、血脂等水平的增高及体重的增加，２ 型糖尿病并发症
的发生风险、发展速度及其危害等将显著增加。 因而，对 ２
型糖尿病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科学、合理的治疗策略应该是
综合性的，包括降糖、降压、调脂、抗凝、控制体重和改善生活
方式等治疗措施。 降糖治疗包括饮食控制、合理运动、血糖
监测、糖尿病教育和应用降糖药物等综合性治疗措施。
一、２型糖尿病综合控制目标
２型糖尿病理想的综合控制目标视患者的年龄、合并

症、并发症等不同而异（表 ７）。 治疗未能达标不应视为治疗
失败，控制指标的任何改善对患者都将有益，将会降低相关
危险因素引发并发症的风险，如 ＨｂＡ１ｃ 水平的降低与糖尿
病患者微血管并发症及神经病变的减少密切相关（图 １，
ＨｂＡ１ｃ从 １０％降至 ９％对减低并发症发生风险的影响要大

于其从 ７％降至 ６％）。
制定 ２型糖尿病患者综合调控目标的首要原则是个体

化，应根据患者的年龄、病程、预期寿命、并发症或合并症病
情严重程度等进行综合考虑。

ＨｂＡ１ｃ是反映长期血糖控制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对
大多数非妊娠成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而言，合理的 ＨｂＡ１ｃ 控
制目标为＜７％。 更严格的 ＨｂＡ１ｃ控制目标（如＜６畅５％，甚
或尽可能接近正常）适合于病程较短、预期寿命较长、无并发
症、未合并心血管疾病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其前提是无低血
糖或其他不良反应。 相对宽松的 ＨｂＡ１ｃ目标（如 ＜８畅０％）
可能更适合于有严重低血糖史、预期寿命较短、有显著的微
血管或大血管并发症，或有严重合并症、糖尿病病程很长和
尽管进行了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适当的血糖监测、接受有
效剂量的多种降糖药物包括胰岛素治疗仍很难达到常规治

疗目标的患者。儿童、孕妇、住院尤其是病情危重患者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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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国 ２型糖尿病综合控制目标
指　标 目标值

血糖（ｍｍｏｌ／Ｌ） ａ
　空腹 ４ 櫃櫃畅４ ～７ c畅０
　非空腹 １０   畅０
糖化血红蛋白（％） ＜７ ''畅０
血压（ｍｍＨｇ） ＜１４０／８０ 吵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４ ''畅５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男性 ＞１ ''畅０
　女性 ＞１ ''畅３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１ ''畅７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未合并冠心病 ＜２ ''畅６
　合并冠心病 ＜１ ''畅８
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 ＜２４ ;;畅０
尿白蛋白／肌酐比值［ｍｇ／ｍｍｏｌ（ｍｇ／ｇ）］
　男性 ＜２ ΖΖ畅５（２２ w畅０）
　女性 ＜３ ΖΖ畅５（３１ w畅０）
尿白蛋白排泄率［μｇ／ｍｉｎ（ｍｇ／ｄ）］ ＜２０ 汉汉畅０（３０ 媼畅０）
主动有氧活动（ｍｉｎ／周） ≥１５０ OO畅０

　　注：ａ 毛细血管血糖

图 1　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与并发症危险性关系曲线

殊人群的控制标准参见相关章节。 应该避免因过度放宽控
制标准而出现急性高血糖症状或与其相关的并发症。 在治
疗调整中，可将 ＨｂＡ１ｃ≥７％作为 ２ 型糖尿病启动临床治疗
或需要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判断标准。 血糖控制应根据
ＳＭＢＧ的结果以及 ＨｂＡ１ｃ 水平综合判断。 表 ８ 列举了
ＨｂＡ１ｃ浓度与平均血糖水平之间的关系。

表 8　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与平均血糖关系对照表
ＨｂＡ１ｃ（％） 平均血糖

［ｍｍｏｌ／Ｌ（ｍｇ／ｄｌ）］
６ �７ 滗滗畅０（１２６）

７ �８ 滗滗畅６（１５４）

８ �１０ ��畅２（１８３）

９ �１１ ��畅８（２１２）

１０ �１３ ��畅４（２４０）

１１ �１４ ��畅９（２６９）

１２ �１６ ��畅５（２９８）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情况临床常见。 较年轻和病程较
短的患者，可能不需要过多治疗就可以实现将血压降至
１３０／８０ ｍｍＨｇ以下。 老年患者血压目标值可适当放宽至
１５０／９０ ｍｍＨｇ。

二、２型糖尿病高血糖控制的策略和治疗路径
２型糖尿病是一种进展性的疾病，随着病程的进展，血

糖有逐渐升高的趋势，控制高血糖的治疗强度也应随之加
强，常需要多种手段的联合治疗。 生活方式干预是 ２ 型糖尿
病的基础治疗措施，应贯穿于糖尿病治疗的始终。 如果单纯
生活方式不能使血糖控制达标，应开始药物治疗。 ２ 型糖尿
病药物治疗的首选是二甲双胍。 若无禁忌证，二甲双胍应一
直保留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中。 不适合二甲双胍治疗者可
选择α-糖苷酶抑制剂或胰岛素促泌剂。 如单独使用二甲双
胍治疗而血糖仍未达标，则可加用胰岛素促泌剂、α-糖苷酶
抑制剂、二肽基肽酶 ＩＶ（ＤＰＰ-４）抑制剂或 ＴＺＤｓ（二线治疗）。
不适合二甲双胍者可采用其他口服药间的联合治疗。 两种
口服药联合治疗而血糖仍不达标者，可加用胰岛素治疗（每
日 １次基础胰岛素或每日 １ ～２ 次预混胰岛素）或采用 ３ 种
口服药联合治疗。 胰高血糖素样肽 １（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可
用于三线治疗。 如基础胰岛素或预混胰岛素与口服药联合
治疗控制血糖仍不达标，则应将治疗方案调整为多次胰岛素
治疗（基础胰岛素加餐时胰岛素或每日 ３次预混胰岛素类似
物）。 采用预混胰岛素治疗和多次胰岛素治疗时应停用胰岛
素促分泌剂。

２型糖尿病高血糖治疗路径见图 ２。

2型糖尿病的医学营养治疗

　　医学营养治疗是临床条件下对糖尿病的营养问题采取
的特殊干预措施，包括对患者进行个体化营养评估、营养诊
断、制定相应的营养干预计划并在一定时期内实施及监测，
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预防、治疗、自我管理以及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医学营养治疗通过调整营养素结构，有利于血
糖控制，有助于维持理想体重并预防营养不良发生。
一、营养治疗总则
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者均需要接受个体化医学营养

治疗，由熟悉糖尿病治疗的营养师或综合管理团队（包括糖
尿病教育者）指导下完成。 应在评估患者营养状况的情况
下，设定合理的质量目标，控制总能量的摄入，合理、均衡分
配各种营养素，达到患者的代谢控制目标，并尽可能满足个
体饮食喜好。 针对超重或肥胖者推荐适度减重，配合体育锻
炼和行为改变，有助于维持减重效果。
二、医学营养治疗的目标

　　１畅维持合理体重 ：超重／肥胖患者减重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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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ＨｂＡ１ｃ：糖化血红蛋白
图 2　２ 型糖尿病高血糖治疗路径。 蓝色路径是根据药物卫生经济学、疗效和安全性等方面的临床证据以及我国国情等因素权衡考虑后

推荐的主要药物治疗路径，与国际上大部分糖尿病指南中建议的药物治疗路径相似。 橙色路径为与蓝色路径相应的备选路径

３ ～６个月减轻体重的 ５％ ～１０％。 消瘦者应通过合理的营
养计划恢复并长期维持理想体重。

２畅提供均衡营养的膳食。
３畅达到并维持理想的血糖水平，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４畅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控制血脂异常和

高血压。
５畅减轻胰岛素抵抗，降低胰岛β细胞负荷。
三、营养素
（一）脂肪
１畅膳食中由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饮食总能量的 ３０％。
２畅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不应超过饮食总能量的 ７％，尽量

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 单不饱和脂肪酸是较好的膳食脂肪
来源，在总脂肪摄入中的供能比宜达到 １０％ ～２０％。 多不
饱和脂肪酸摄入不宜超过总能量摄入的 １０％，适当增加富
含 ｎ-３脂肪酸的摄入。

３畅食物中胆固醇摄入量＜３００ ｍｇ／ｄ。
（二）碳水化合物
１畅膳食中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

５０％～６０％。 对碳水化合物的计量、评估或体验是血糖控制
的关键环节。

２畅低血糖指数食物有利于血糖控制。
３畅糖尿病患者适量摄入糖醇和非营养性甜味剂是安全

的。 但是过多蔗糖分解后生成的果糖或添加过量果糖易致
甘油三酯合成增多，使体脂积聚。

４畅每日定时进餐，尽量保持碳水化合物均匀分配。

（三）蛋白质
１畅肾功能正常的糖尿病个体，推荐蛋白质的摄入量占

供能比的 １０％～１５％，保证优质蛋白质摄入超过 ５０％。
２畅有显性蛋白尿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宜限制在每日每

千克体重 ０畅８ ｇ。 从肾小球滤过率（ＧＦＲ）下降起，应实施低
蛋白饮食，推荐蛋白质入量每日每千克体重 ０畅６ ｇ，为防止发
生蛋白质营养不良，可补充复方α-酮酸制剂。

３畅单纯摄入蛋白质不易引起血糖升高，但可能增加胰
岛素分泌反应。

（四）饮酒
１畅不推荐糖尿病患者饮酒。 若饮酒应计算酒精中所含

的总能量。
２畅女性每天饮酒的酒精量不超过１５ ｇ，男性不超过 ２５ ｇ

（１５ ｇ酒精相当于 ４５０ ｍｌ啤酒、１５０ ｍｌ 葡萄酒或 ５０ ｍｌ低度
白酒）。 每周不超过 ２次。

３畅应警惕酒精可能诱发的低血糖，避免空腹饮酒。
４．具有 ２ 型糖尿病风险的个体应限制含糖饮料的

摄入。 　　
（五）膳食纤维
豆类、富含纤维的谷物类（每份食物≥５ ｇ纤维）、水果、

蔬菜和全麦食物均为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 提高纤维摄入
对健康有益。 建议糖尿病患者达到膳食纤维每日推荐摄入
量，即 １４ ｇ／１ ０００ ｋｃａｌ。

（六）盐
１畅食盐摄入量限制在每天 ６ ｇ以内，合并高血压患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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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限制摄入量。
２畅同时应限制摄入含盐高的食物，例如味精、酱油、盐

浸等加工食品、调味酱等。
（七）微量营养素
糖尿病患者容易缺乏 Ｂ族维生素、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Ｄ

以及铬、锌、硒、镁、铁、锰等多种微量营养素，可根据营养评
估结果适量补充。 长期服用二甲双胍者应防止维生素 Ｂ１２

缺乏。 不建议长期大量补充维生素 Ｅ、维生素 Ｃ及胡萝卜素
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制剂，其长期安全性仍待验证。

（八） 膳食模式
不同的膳食干预模式，无论是地中海膳食、素食还是低

碳水化合物饮食、低脂肪低能量饮食抑或高蛋白质饮食均在
短期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要求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完成，同
时监测血脂、肾功能等变化。

2型糖尿病的运动治疗

　　运动锻炼在 ２型糖尿病患者的综合管理中占重要地位。
规律运动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有助于控制血糖，减少心血
管危险因素，减轻体重，提升幸福感。 而且对糖尿病高危人
群一级预防效果显著。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规律运动
８周以上可将 ２型糖尿病患者ＨｂＡ１ｃ降低 ０畅６６％；坚持规律
运动 １２ ～１４年的糖尿病患者病死率显著降低。

２型糖尿病患者运动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畅运动治疗应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运动前要进行必要

的评估，特别是心肺功能和运动功能的医学评估（如运动负
荷试验等）。

２畅空腹血糖＞１６畅７ ｍｍｏｌ／Ｌ、反复低血糖或血糖波动较
大、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急性代谢并发症、合并急性感染、
增殖性视网膜病、严重肾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不稳定性心
绞痛、严重心律失常、一过性脑缺血发作）等情况下禁忌运
动，病情控制稳定后方可逐步恢复运动。

３畅成年糖尿病患者每周至少 １５０ ｍｉｎ（如每周运动５天，
每次３０ ｍｉｎ）中等强度（５０％～７０％最大心率，运动时有点用

力，心跳和呼吸加快但不急促）的有氧运动。 研究发现即使
一次进行短时的体育运动（如 １０ ｍｉｎ），累计 ３０ ｍｉｎ／ｄ，也是
有益的。

４畅中等强度的体育运动包括：快走、打太极拳、骑车、乒
乓球、羽毛球和高尔夫球。 较强体育运动为舞蹈、有氧健身
操、慢跑、游泳、骑车上坡。

５畅如无禁忌证，每周最好进行 ２ 次抗阻运动、锻炼肌肉
力量和耐力。 训练时阻力为轻或中度。 联合进行抗阻运动
和有氧运动可获得更大程度的代谢改善。

６畅运动项目要与患者的年龄、病情及身体承受能力相
适应，并定期评估，适时调整运动计划。

７畅记录运动日记，有助于提升运动依从性。
８畅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培养活跃的生活方式，如增

加日常身体活动，减少静坐时间，将有益的体育运动融入到
日常生活中。

９畅运动前后要加强血糖监测，运动量大或激烈运动时应
建议患者临时调整饮食及药物治疗方案，以免发生低血糖。

戒　　烟

　　吸烟有害健康。 吸烟与肿瘤、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糖尿病
微血管病变、过早死亡的风险增高相关。 研究表明新发２型糖
尿病患者戒烟有助于改善代谢指标、降低血压和白蛋白尿。

应劝诫每一位吸烟的糖尿病患者停止吸烟或停用烟草

类制品，对患者吸烟状况以及尼古丁依赖程度进行评估，提
供短暂咨询、戒烟热线、必要时加用药物等帮助戒烟。

高血糖的药物治疗

　　一、口服降糖药物

高血糖的药物治疗多基于纠正导致人类血糖升高的两

个主要病理生理改变———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受损。

根据作用效果的不同，口服降糖药可分为主要以促进胰岛素

分泌为主要作用的药物（磺脲类、格列奈类、ＤＰＰ-４ 抑制剂）

和通过其他机制降低血糖的药物（双胍类、ＴＺＤｓ、α-糖苷酶
抑制剂）。 磺脲类和格列奈类直接刺激胰岛 β细胞分泌胰

岛素；ＤＰＰ-４ 抑制剂通过减少体内 ＧＬＰ-１ 的分解而增加
ＧＬＰ-１浓度并进而促进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双胍类的主

要药理作用是减少肝脏葡萄糖的输出；ＴＺＤｓ 的主要药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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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改善胰岛素抵抗；α-糖苷酶抑制剂的主要药理作用为延
缓碳水化合物在肠道内的消化吸收。
糖尿病的医学营养治疗和运动治疗是控制 ２ 型糖尿病

高血糖的基本措施。 在饮食和运动不能使血糖控制达标时
应及时采用包括口服药治疗在内的药物治疗。

２型糖尿病是一种进展性的疾病。 在 ２ 型糖尿病的自
然病程中，胰岛β细胞功能随着病程的延长而逐渐下降，胰
岛素抵抗的程度变化不大。 因此，随着 ２型糖尿病病程的进
展，对外源性的血糖控制手段的依赖逐渐增大。 临床上常需
要口服药物及口服药和注射降糖药（胰岛素、ＧＬＰ-１ 受体激
动剂）的联合治疗。

（一）二甲双胍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双胍类药物主要是盐酸二甲双胍。

双胍类药物的主要药理作用是通过减少肝脏葡萄糖的输出

和改善外周胰岛素抵抗而降低血糖。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制定的糖尿病诊治指南中推荐二甲双胍作为 ２ 型糖尿病患
者控制高血糖的一线用药和药物联合中的基本用药。 对临
床试验的系统评价显示，二甲双胍可以使 ＨｂＡ１ｃ 下降
１畅０％～１畅５％，并可减轻体重。 二甲双胍的疗效与体重无
关。 ＵＫＰＤＳ 研究结果证明，二甲双胍还可减少肥胖的 ２ 型
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和死亡。 在我国伴冠心病的 ２ 型糖
尿病患者中开展的针对二甲双胍与磺脲类药物对再发心血

管事件影响的临床随机分组对照试验结果显示，二甲双胍的
治疗与主要心血管事件的显著下降相关。 单独使用二甲双
胍不导致低血糖，但二甲双胍与胰岛素或胰岛素促泌剂联合
使用时可增加低血糖发生的风险。 二甲双胍的主要副作用
为胃肠道反应。 从小剂量开始并逐渐加量是减少其不良反
应的有效方法。 二甲双胍的疗效不受体重的影响。 双胍类
药物与乳酸性酸中毒发生风险间的关系尚不确定。 双胍类
药物禁用于肾功能不全［血肌酐水平男性 ＞１３２畅６ μｍｏｌ／Ｌ
（１畅５ ｍｇ／ｄｌ ）， 女 性 ＞１２３畅８ μｍｏｌ／Ｌ （１畅４ ｍｇ／ｄｌ） 或
ＧＦＲ＜４５ ｍｌ／ｍｉｎ］、肝功能不全、严重感染、缺氧或接受大手
术的患者。 在造影检查使用碘化造影剂时，应暂时停用二甲
双胍。

（二）磺脲类药物
磺脲类药物属于胰岛素促泌剂，主要药理作用是通过刺

激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增加体内的胰岛素水平而降低血
糖。 临床试验显示，磺脲类药物可使 ＨｂＡ１ｃ 降低 １畅０％ ～
１畅５％，是目前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的糖尿病诊治指南
中推荐的控制 ２型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的主要用药。 前瞻性、
随机分组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磺脲类药物的使用与糖尿病
微血管病变和大血管病变发生的风险下降相关。 目前在我
国上市的磺脲类药物主要为格列本脲、格列美脲、格列齐特、
格列吡嗪和格列喹酮。 磺脲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导致低
血糖，特别是在老年患者和肝、肾功能不全者；磺脲类药物还
可导致体重增加。 有肾功能轻度不全的患者，宜选择格列喹
酮。 患者依从性差时，建议每天只需服用 １ 次的磺脲类药
物。 消渴丸是含有格列本脲和多种中药成分的固定剂量复

方制剂。 消渴丸的降糖效果与格列本脲相当。 与格列本脲
相比，消渴丸低血糖发生的风险低，改善糖尿病相关中医症
候的效果更显著。

（三）ＴＺＤｓ
ＴＺＤｓ主要通过增加靶细胞对胰岛素作用的敏感性而降

低血糖。 目前在我国上市的 ＴＺＤｓ主要有罗格列酮和吡格列
酮。 临床试验显示，ＴＺＤｓ可使 ＨｂＡ１ｃ下降 １畅０％～１畅５％。

ＴＺＤｓ单独使用时不导致低血糖，但与胰岛素或胰岛素
促泌剂联合使用时可增加低血糖发生的风险。 体重增加和
水肿是 ＴＺＤｓ的常见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在与胰岛素联合使
用时表现更加明显。 ＴＺＤｓ 的使用与骨折和心力衰竭风
险增加相关。 有心力衰竭［纽约心脏学会（ＮＹＨＡ）心功能
分级Ⅱ级以上］、活动性肝病或转氨酶升高超过正常上限
２畅５倍及严重骨质疏松和有骨折病史的患者应禁用本类
药物。

（四）格列奈类药物
为非磺脲类胰岛素促泌剂，我国上市的有瑞格列奈、那

格列奈和米格列奈。 本类药物主要通过刺激胰岛素的早时
相分泌而降低餐后血糖，可将 ＨｂＡ１ｃ 降低 ０畅５％ ～１畅５％。
此类药物需在餐前即刻服用，可单独使用或与其他降糖药联
合应用（磺脲类除外）。 对在中国 ２ 型糖尿病人群中开展的
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显示，在降低 ＨｂＡ１ｃ 方面瑞格列奈优
于安慰剂及磺脲类药物，与 α-糖苷酶抑制剂、那格列奈、二
甲双胍、ＴＺＤｓ相当。 对在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 ２ 型糖尿
病人群中开展的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显示，在降低 ＨｂＡ１ｃ
方面那格列奈的效果优于 α-糖苷酶抑制剂，与磺脲类药物
相当，与瑞格列奈和米格列奈相当。 在我国新诊断的 ２型糖
尿病人群中，瑞格列奈与二甲双胍联合治疗较单用瑞格列奈
可更显著地降低 ＨｂＡ１ｃ，但低血糖的风险显著增加。
格列奈类药物的常见副作用是低血糖和体重增加，但低

血糖的风险和程度较磺脲类药物轻。 格列奈类药物可以在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使用。

（五）α-糖苷酶抑制剂
α-糖苷酶抑制剂通过抑制碳水化合物在小肠上部的吸

收而降低餐后血糖。 适用于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要食物成分
和餐后血糖升高的患者。 国内上市的α-糖苷酶抑制剂有阿
卡波糖、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 ２ 型糖
尿病人群中开展的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显示α-糖苷酶抑制
剂可以使 ＨｂＡ１ｃ 降低 ０畅５０％，并能使体重下降。 在中国人
２型糖尿病人群开展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每天服用 ３００ ｍｇ
阿卡波糖的降糖疗效与每天服用 １ ５００ ｍｇ二甲双胍的疗效
相当。 α-糖苷酶抑制剂可与双胍类、磺脲类、ＴＺＤｓ或胰岛素
合用。

α-糖苷酶抑制剂的常见不良反应为胃肠道反应如腹胀、
排气等。 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是减少不良反应的有效方
法。 单独服用本类药物通常不会发生低血糖，并可减少餐前
反应性低血糖的风险；在老年患者中使用无需调整服药的剂
量和次数，亦不增加低血糖发生，且耐受性良好。 合用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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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酶抑制剂的患者如果出现低血糖，治疗时需使用葡萄糖或
蜂蜜，而食用蔗糖或淀粉类食物纠正低血糖的效果差。

（六）ＤＰＰ-４抑制剂
ＤＰＰ-４ 抑制剂通过抑制 ＤＰＰ-４ 而减少 ＧＬＰ-１ 在体内的

失活，使内源性 ＧＬＰ-１ 的水平升高。 ＧＬＰ-１以葡萄糖浓度依
赖的方式增强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 目前在国
内上市的 ＤＰＰ-４抑制剂有西格列汀、沙格列汀、维格列汀、利
格列汀和阿格列汀。 我国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试验显示
西格列汀可降低 ＨｂＡ１ｃ ０畅７０％ ～０畅９０％，沙格列汀可降低
ＨｂＡ１ｃ ０畅４０％ ～０畅５０％，维格列汀可降低 ＨｂＡ１ｃ ０畅５０％，在
对比研究中维格列汀与阿卡波糖的降低 ＨｂＡ１ｃ 的作用相
似，利格列汀可降低 ＨｂＡ１ｃ ０畅６８％，阿格列汀可降低 ＨｂＡ１ｃ
０畅５７％ ～０畅６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ＤＰＰ-４ 抑制剂降低
ＨｂＡ１ｃ 程度与基线 ＨｂＡ１ｃ 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即基线
ＨｂＡ１ｃ水平高的降得多一些。 单独使用 ＤＰＰ-４ 抑制剂不增
加低血糖发生的风险。 ＤＰＰ-４ 抑制剂对体重的作用为中性
或增加。 沙格列汀、阿格列汀不增加心血管病变、胰腺炎及
胰腺癌发生的风险。 在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使用西格列
汀、沙格列汀、阿格列汀和维格列汀时，应注意按照药物说明
书来减少药物剂量。 在有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使用时利
格列汀不需要调整剂量。
二、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
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通过激动 ＧＬＰ-１ 受体而发挥降低血

糖的作用。 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方式增
强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并能延缓胃排空，通过
中枢性的食欲抑制来减少进食量。 目前国内上市的 ＧＬＰ-１
受体激动剂为艾塞那肽和利拉鲁肽，均需皮下注射。 ＧＬＰ-１
受体激动剂可有效降低血糖，并有显著降低体重和改善甘油
三酯、血压和体重的作用。 单独使用 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不明
显增加低血糖发生的风险。 包括我国 ２ 型糖尿病患者在内
的临床试验显示利拉鲁肽降低 ＨｂＡ１ｃ的作用与格列美脲相
似，体重下降 １畅８ ～２畅４ ｋｇ，收缩压下降约 ３ ｍｍＨｇ；艾塞那肽
可以使ＨｂＡ１ｃ降低０畅８％，体重下降１畅６ ～３畅６ ｋｇ。 ＧＬＰ-１受
体激动剂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他口服降糖药联合使用。 多
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在一种口服降糖药
（二甲双胍、磺脲类）治疗失效后加用时疗效优于活性对照
药物。 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的常见副作用为胃肠道症状（如恶
心、呕吐等），主要见于初始治疗时，副作用可随治疗时间延
长逐渐减轻。
三、胰岛素
（一）概述
胰岛素治疗是控制高血糖的重要手段。 １ 型糖尿病患

者需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也必须使用胰岛素控制高血糖并
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２ 型糖尿病患者虽不需要
胰岛素来维持生命，但当口服降糖药效果不佳或存在口
服药使用禁忌时，仍需使用胰岛素，以控制高血糖并减
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危险。 在某些时候，尤其是病程较长
时，胰岛素治疗可能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必需的控制血糖

措施。
医务人员和患者必须认识到，与口服药相比，胰岛素治

疗涉及更多环节，如药物选择、治疗方案、注射装置、注射技
术、ＳＭＢＧ、根据血糖监测结果所采取的行动等。 与口服药治
疗相比，胰岛素治疗需要医务人员与患者间更多的合作，并
且需要患者掌握更多的自我管理技能。 开始胰岛素治疗后
应继续指导患者坚持饮食控制和运动，并加强对患者的教育
和指导，鼓励和指导患者进行 ＳＭＢＧ并掌握根据血糖监测结
果来适当调节胰岛素剂量的技能，以控制高血糖并预防低血
糖的发生。 开始胰岛素治疗的患者均应通过接受有针对性
的教育来掌握胰岛素治疗相关的自我管理技能，了解低血糖
发生的危险因素、症状以及掌握自救措施。
根据来源和化学结构的不同，胰岛素可分为动物胰岛

素、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 根据作用特点的差异，胰岛
素又可分为超短效胰岛素类似物、常规（短效）胰岛素、中效
胰岛素、长效胰岛素（包括长效胰岛素类似物）和预混胰岛
素（包括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胰岛素类似物与人胰岛素相
比控制血糖的能力相似，但在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和减少
低血糖发生风险方面胰岛素类似物优于人胰岛素（附录 ５）。

（二）胰岛素的起始治疗注意事项
１．１型糖尿病患者在发病时就需要胰岛素治疗，且需终

身胰岛素替代治疗。
２．新发病 ２型糖尿病患者如有明显的高血糖症状、发

生酮症或酮症酸中毒，可首选胰岛素治疗。 待血糖得到良好
控制和症状得到显著缓解后再根据病情确定后续的治疗方

案。
３．新诊断糖尿病患者与 １ 型糖尿病鉴别困难时，可首

选胰岛素治疗。 待血糖得到良好控制、症状得到显著缓解、
确定分型后再根据分型和具体病情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４．２型糖尿病患者在生活方式和口服降糖药联合治疗
的基础上，若血糖仍未达到控制目标，即可开始口服降糖药
和胰岛素的联合治疗。 一般，经过较大剂量多种口服药物联
合治疗后仍 ＨｂＡ１ｃ＞７畅０％时，即可考虑启动胰岛素治疗。

５．在糖尿病病程中（包括新诊断的 ２ 型糖尿病），出现
无明显诱因的体重显著下降时，应该尽早使用胰岛素治疗。

６．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可选用基础胰岛素或预混胰岛
素起始胰岛素治疗。

（１）胰岛素的起始治疗中基础胰岛素的使用
①基础胰岛素包括中效人胰岛素和长效胰岛素类似物。

当仅使用基础胰岛素治疗时，保留原有口服降糖药物，不必
停用胰岛素促泌剂。

②使用方法：继续口服降糖药治疗，联合中效人胰岛素
或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睡前注射。 起始剂量为 ０畅２ Ｕ· ｋｇ －１·
ｄ－１。 根据患者空腹血糖水平调整胰岛素用量，通常每
３ ～５天调整 １次，根据血糖水平每次调整 １ ～４ Ｕ直至空腹
血糖达标。

③如 ３个月后空腹血糖控制理想但 ＨｂＡ１ｃ 不达标，应
考虑调整胰岛素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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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起始治疗中预混胰岛素的使用
①预混胰岛素包括预混人胰岛素和预混胰岛素类似物。

根据患者的血糖水平，可选择每日 １ ～２ 次的注射方案。 当
使用每日 ２次注射方案时，应停用胰岛素促泌剂。

②每日 １ 次预混胰岛素：起始的胰岛素剂量一般为
０畅２· ｋｇ －１· ｄ －１，晚餐前注射。 根据患者空腹血糖水平调整
胰岛素用量，通常每 ３ ～５天调整 １次，根据血糖水平每次调
整 １ ～４ Ｕ直至空腹血糖达标。

③每日 ２ 次预混胰岛素：起始的胰岛素剂量一般为
０畅２ ～０畅４· ｋｇ －１· ｄ －１，按 １∶１ 的比例分配到早餐前和晚餐
前。 根据空腹血糖和晚餐前血糖分别调整早餐前和晚餐前
的胰岛素用量，每 ３ ～５天调整 １次，根据血糖水平每次调整
的剂量为 １ ～４ Ｕ，直到血糖达标。

④１型糖尿病在蜜月期阶段，可短期使用预混胰岛素每
日 ２ ～３次注射。 预混胰岛素不宜用于 １型糖尿病的长期血
糖控制。

（３）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方案
对于 ＨｂＡ１ｃ＞９畅０％或空腹血糖＞１１畅１ ｍｍｏｌ／Ｌ 的新诊

断 ２型糖尿病患者可实施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治疗时间在
２周至 ３个月为宜，治疗目标为空腹血糖 ３畅９ ～７畅２ ｍｍｏｌ／Ｌ，
非空腹血糖≤１０畅０ ｍｍｏｌ／Ｌ，可暂时不以 ＨｂＡ１ｃ达标作为治
疗目标。 胰岛素强化治疗时应同时对患者进行医学营养及
运动治疗，并加强对糖尿病患者的教育。 胰岛素强化治疗方
案包括基础-餐食胰岛素治疗方案［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或
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ＣＳＩＩ）］或预混胰岛素每天注射 ２ 或
３次的方案。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①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基础 ＋餐时胰岛素每日 １ ～
３次注射。 血糖监测方案需每周至少３天，每天３ ～４点血糖
监测。 根据睡前和三餐前血糖水平分别调整睡前和三餐前
的胰岛素用量，每 ３ ～５天调整 １次，根据血糖水平每次调整
的剂量为 １ ～４ Ｕ，直到血糖达标。

②每日 ２ ～３次预混胰岛素（预混人胰岛素每日 ２次，预
混胰岛素类似物每日 ２ ～３ 次）：血糖监测方案需每周至少
３天，每天 ３ ～４ 点血糖监测。 根据睡前和餐前血糖水平进
行胰岛素剂量调整，每 ３ ～５天调整 １次，根据血糖水平每次
调整的剂量为 １ ～４ Ｕ，直到血糖达标。

③ＣＳＩＩ：血糖监测方案需每周至少 ３ 天，每天 ５ ～７ 点血
糖监测。 根据血糖水平调整剂量直至血糖达标。
对于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未能诱导缓解的患者，是否继

续使用胰岛素治疗或改用其他药物治疗，应由糖尿病专科医
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对治疗达标且临床缓解者，
可定期（如 ３个月）随访监测；当血糖再次升高，即：空腹血
糖＞７畅０ ｍｍｏｌ／Ｌ或餐后 ２ ｈ 血糖＞１０畅０ ｍｍｏｌ／Ｌ 的患者重
新起始药物治疗。

（三）胰岛素的强化治疗方案
１畅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在胰岛素起始治疗的基础上，

经过充分的剂量调整，如患者的血糖水平仍未达标或出现反
复的低血糖，需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 可以采用餐时＋基础

胰岛素或每日 ３次预混胰岛素类似物进行胰岛素强化治疗。
使用方法如下：

（１）餐时＋基础胰岛素：根据睡前和三餐前血糖的水平
分别调整睡前和三餐前胰岛素用量，每 ３ ～５天调整 １次，根
据血糖水平每次调整的剂量为 １ ～４ Ｕ，直至血糖达标。
开始使用餐时＋基础胰岛素方案时，可在基础胰岛素的

基础上采用仅在一餐前（如主餐）加用餐时胰岛素的方案。
之后根据血糖的控制情况决定是否在其他餐前加用餐时胰

岛素。
（２）每日３次预混胰岛素类似物：根据睡前和三餐前血糖

水平进行胰岛素剂量调整，每３ ～５天调整１次，直到血糖达标。
２畅ＣＳＩＩ：ＣＳＩＩ是胰岛素强化治疗的一种形式，需要使用

胰岛素泵来实施治疗。 经 ＣＳＩＩ给入的胰岛素在体内的药代
动力学特征更接近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 与多次皮下注
射胰岛素的强化胰岛素治疗方法相比，ＣＳＩＩ治疗与低血糖发
生的风险减少相关。 在胰岛素泵中只能使用短效胰岛素或
速效胰岛素类似物。

ＣＳＩＩ的主要适用人群有：１ 型糖尿病患者、计划受孕和
已孕的糖尿病妇女或需要胰岛素治疗的妊娠糖尿病患者、需
要胰岛素强化治疗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

（四）特殊情况下胰岛素的应用
１畅初诊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对于血糖较高的初发

２型糖尿病患者，口服药物很难在短期内使血糖得到满意的
控制并改善高血糖症状。 临床试验显示，在血糖水平较高的
初发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采用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可显著改
善高血糖所导致的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功能下降。 故新诊
断的 ２型糖尿病伴有明显高血糖或伴有明显高血糖症状时
可短期使用胰岛素治疗，在高血糖得到控制和症状缓解后可
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如改用口服药物或医学营养和运动
治疗。 应注意加强血糖的监测，及时调整胰岛素剂量，并注
意尽量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２畅围手术期（见相关章节）
３畅感染（见相关章节）
４畅妊娠（见相关章节）
（五）胰岛素注射装置和注射技术
患者可根据个人需要和经济状况选择胰岛素注射装置

［胰岛素注射笔（胰岛素笔或特充装置）、胰岛素注射器或胰
岛素泵］。
胰岛素注射装置的合理选择和正确的胰岛素注射技术

是保证胰岛素治疗效果的重要环节。 接受胰岛素治疗的患
者应接受与胰岛素注射相关的教育以掌握正确的胰岛素注

射技术。
胰岛素注射技术相关的教育内容包括：胰岛素治疗方

案、注射装置的选择及管理、注射部位的选择、护理及自我检
查、正确的注射技术（包括注射部位的轮换、注射角度及捏皮
的合理运用）、注射相关并发症及其预防、选择长度合适的针
头、针头使用后的安全处置。

２型糖尿病胰岛素治疗路径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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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ＨｂＡ１ｃ：糖化血红蛋白；ＦＰＧ：空腹血糖
图 3　２ 型糖尿病胰岛素治疗路径

低血糖

　　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血糖过低现象。 低

血糖可导致不适甚至生命危险，也是血糖达标的主要障碍，

应该引起特别注意。

一、低血糖的诊断标准

对非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为血糖 ＜

２畅８ ｍｍｏｌ／Ｌ。 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水
平≤３畅９ ｍｍｏｌ／Ｌ就属低血糖范畴。 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自主

神经功能障碍，影响机体对低血糖的反馈调节能力，增加了

发生严重低血糖的风险。 同时，低血糖也可能诱发或加重患

者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形成恶性循环。

二、可引起低血糖的降糖药物

胰岛素、磺脲类和非磺脲类胰岛素促泌剂均可引起低血

糖。 其他种类的降糖药（如二甲双胍、α-糖苷酶抑制剂）单

独使用时一般不会导致低血糖。 应用 ＤＰＰ-４ 抑制剂和
ＧＬＰ-１受体激动剂的低血糖风险较小。

三、低血糖的临床表现

与血糖水平以及血糖的下降速度有关，可表现为交感神

经兴奋（如心悸、焦虑、出汗、饥饿感等）和中枢神经症状（如

神志改变、认知障碍、抽搐和昏迷）。 但老年患者发生低血糖

时常可表现为行为异常或其他非典型症状。 夜间低血糖常

因难以发现而得不到及时处理。 有些患者屡发低血糖后，可

表现为无先兆症状的低血糖昏迷。

ＵＫＰＤＳ、ＡＣＣＯＲＤ、ＡＤＶＡＮＣＥ 等临床研究显示，严格的

血糖控制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并且严重低血糖可能与患者

死亡风险升高有关，因而对糖尿病患者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血

糖控制目标。

四、低血糖分类：（１）严重低血糖：需要他人帮助，常有

意识障碍，低血糖纠正后神经系统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

（２）症状性低血糖：血糖≤３畅９ ｍｍｏｌ／Ｌ，且有低血糖症状。

（３）无症状性低血糖：血糖≤３畅９ ｍｍｏｌ／Ｌ，但无低血糖症状。

此外，部分患者出现低血糖症状，但没有检测血糖（称可疑症

状性低血糖），也应及时处理。

五、低血糖的可能诱因和预防对策：（１）胰岛素或胰岛

素促分泌剂：应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谨慎地调整剂

量。 （２）未按时进食，或进食过少：患者应定时定量进餐，如

果进餐量减少则相应减少降糖药物剂量，有可能误餐时应提

前做好准备。 （３）运动量增加：运动前应增加额外的碳水化

合物摄入。 （４）酒精摄入，尤其是空腹饮酒：酒精能直接导

致低血糖，应避免酗酒和空腹饮酒。 （５）严重低血糖或反复

发生低血糖：应调整糖尿病的治疗方案，并适当调整血糖控

制目标。 （６）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低血糖时，应积极寻找

原因，精心调整胰岛素治疗方案和用量。 （７）糖尿病患者应

常规随身备用碳水化合物类食品，一旦发生低血糖，立即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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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低血糖诊治流程

　　六、低血糖的治疗
糖尿病患者血糖低于≤３畅９ ｍｍｏｌ／Ｌ，即需要补充葡萄糖

或含糖食物。 严重的低血糖需要根据患者的意识和血糖情
况给予相应的治疗和监护（图 ４）。

2型糖尿病的减重手术治疗

　　肥胖是 ２型糖尿病的常见伴发症。 肥胖与 ２ 型糖尿病
发病以及心血管病变发生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 尽管肥胖
伴 ２型糖尿病的非手术减重疗法如控制饮食、运动、药物治
疗能在短期内改善血糖和其他代谢指标，但在有些患者中，
这些措施对长期减重及维持血糖良好控制的效果并不理想。
此外，有些降糖药物（如磺脲类、格列奈类、ＴＺＤｓ和胰岛素）
会增加体重。
临床证据显示，减重手术治疗可明显改善肥胖伴 ２ 型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甚至可使一些患者的糖尿病“缓解”。
此外，非糖尿病肥胖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发生糖尿病的风
险也显著下降。 ２００９年 ＡＤＡ在 ２型糖尿病治疗指南中正式
将减重手术列为治疗肥胖伴 ２ 型糖尿病的措施之一。
２０１１年，ＩＤＦ也发表立场声明，正式承认减重手术可作为治
疗伴有肥胖的 ２ 型糖尿病的方法。 ２０１１ 年，ＣＤＳ 和中华医
学会外科学分会也就减重手术治疗 ２型糖尿病达成共识，认
可减重手术是治疗伴有肥胖的 ２型糖尿病的手段之一，并鼓

励内外科合作共同管理实施减重手术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
一、减重手术的适应证
年龄在 １８ ～６０岁，一般状况较好，手术风险较低，经生

活方式干预和各种药物治疗难以控制的 ２ 型糖尿病或伴发
疾病（ＨｂＡ１ｃ ＞７畅０％）并符合以下条件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
可考虑减重手术治疗。

１畅可选适应证：ＢＭＩ≥３２ ｋｇ／ｍ２ ，有或无合并症的 ２ 型
糖尿病，可行胃肠减重手术。

２畅慎选适应证：ＢＭＩ ２８ ～３２ ｋｇ／ｍ２ 且有 ２ 型糖尿病，尤
其存在其他心血管风险因素时，可慎重选择减重手术。

３畅暂不推荐：ＢＭＩ ２５ ～２８ ｋｇ／ｍ２ ，如果合并 ２型糖尿病，
并有向心性肥胖（腰围男性＞９０ ｃｍ，女性＞８５ ｃｍ），且至少
有额外的下述 ２条代谢综合征组分：高甘油三酯、低 ＨＤＬ-Ｃ、
高血压。 手术应在患者知情同意情况下，严格按研究方案进
行。 手术的性质应被视为纯粹的临床研究，且事先应有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目前证据不足，暂不推荐为临床常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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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二、减重手术的禁忌证
１畅滥用药物、酒精成瘾、患有难以控制的精神疾病患

者，以及对减重手术的风险、益处、预期后果缺乏理解能力的
患者。

２畅明确诊断为 １型糖尿病的患者。
３畅胰岛β细胞功能已明显衰竭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
４畅外科手术禁忌者。
５畅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 。
６畅妊娠糖尿病及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三、减重手术的疗效判定
术后仅用生活方式治疗可使 ＨｂＡ１ｃ≤６畅５％，空腹血

糖≤５畅６ ｍｍｏｌ／Ｌ，可视为 ２型糖尿病已缓解。
四、减重手术方式与选择
通过腹腔镜操作的减肥手术最常用、并发症最少。 手术

方式主要有如下 ４种。
１畅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ＬＳＧ）：需要切除约 ８０％的胃，

留下“袖管”样的长管状胃通道，限制食物摄取，去除胃部抗
肠促胰素物质，２ 年内减重 ６０％ ～７０％，２ 型糖尿病的缓解
率为 ７０％。 该手术不改变人体消化道结构，不产生营养物
质缺乏，手术操作相对简单，术后并发症较少，并发症及再次
手术率是所有减重手术中最低的。 目前认为，此手术是中重
度肥胖伴 ２型糖尿病的首选术式。 袖状胃切除术后，还可根
据效果转化为 ２期胃旁路术。

２畅胃旁路术（ＲＹＧＢ）：这一手术旷置了远端胃大部、十
二指肠和部分空肠，既限制胃容量又减少营养吸收，使肠-胰
岛轴功能恢复正常。 随访 ５年，２型糖尿病缓解率 ８３％。 操
作较为复杂，创伤大，并发症发生率高，术后需要营养物质监
测与补充。 在中国，胃部疾病尤其是胃癌高危人群较多，胃
旁路术后无法行胃镜检查，对残胃癌的诊断不利。 故用于 ２
型糖尿病病程相对较长、需要减重更多的患者。

３畅腹腔镜下可调节胃束带术（ＬＡＧＢ）：属限制性手术，
将环形束带固定于胃体上部，形成近端胃小囊，并将出口直
径限制在 １２ ｍｍ，在束带近胃壁侧装有环形水囊，并与置于
腹部皮下的注水装置相连。 术后通过注水或放水调节出口
内径。 早期饮食教育至关重要，防止胃小囊扩张。 术后 ２ 年
２型糖尿病缓解率 ６０％。 此种术式再手术率和复发率较高，
目前应用逐渐减少。

４畅胆胰旁路术（ＢＰＤ）：虽然减重效果好，２ 型糖尿病缓
解率可达 ９５％，但手术操作极为复杂，并发症和死亡率均较
高，容易出现维生素、微量元素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缺
乏。 术后必须严格监控营养代谢紊乱状况，并予以补充。 对
于 ＢＭＩ≥５０ ｋｇ／ｍ２ 的严重肥胖伴 ２ 型糖尿病患者可以考虑
选择此种术式。
五、减重手术的风险
手术治疗肥胖伴 ２ 型糖尿病亦有一定的短期和长期风

险，该治疗方法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在我国人群
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有待评估。 多项荟萃分析显示，

ＲＹＧＢ术后 ３０ ｄ 死亡率为 ０畅３％ ～０畅５％，９０ ｄ 死亡率为
０畅３５％。 ＬＡＧＢ的死亡率为 ０畅１％。 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
塞是手术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 术后并发症还包括出血、吻
合口瘘、消化道梗阻、溃疡等。 远期并发症包括营养缺乏、胆
石症、内疝形成等。 建议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设立该类手术的
资格准入制度，以保证手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国应进行
手术治疗与药物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特别是以并发症为终
点的前瞻性研究。 我们尚不清楚代谢好转是否能转化为糖
尿病的重要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减少，多达 ５０％的减
重手术最初糖尿病缓解，而后报告复发，这种暂时缓解的时
间分界点尚不明确。
六、减重手术的管理
减重手术的管理应由内分泌科和外科医师合作完成。
１畅术前筛选及评估：由具有内分泌专业知识的内科医

师对于内科治疗效果不佳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筛选，并对具有
减重手术适应证的患者进行术前评估。 术前准备评估六要
素如下。

（１）明确诊断与评估：肥胖病因、体重与 ＢＭＩ、减重病史、
肥胖相关合并症、主观减重意愿、排除手术风险大的人群、内
分泌实验检测［包括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测定、ＰＣＯＳ患者检
查睾酮、皮质醇等］。

（２）常规实验室检查：糖代谢（空腹血糖、餐后 ２ ｈ血糖、
ＨｂＡ１ｃ、Ｃ肽）、血脂、肝肾功能、尿常规、血常规、促凝血试
验、营养评估（铁、维生素 Ｂ１２、叶酸、维生素 Ｄ３等）。

（３）心肺功能评估：睡眠呼吸暂停监测、肺功能监测、
２４ ｈ动态心电图和动态血压测定、超声心动图、胸片等。

（４）消化系统评估：检测幽门螺杆菌、肝胆 Ｂ 超检查有
无胆石症、上消化道内镜检查排除肿瘤等。

（５）神经及精神系统评估：食欲与行为、精神疾患（抑郁
症等）。

（６）术前努力减重，积极控制血糖，戒烟、手术前后怀孕
指导（针对育龄女性）、手术费用知情指导等。

２畅减重手术治疗：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手术治疗因
患者的特殊情况，治疗过程及围手术期处理可能涉及多个不
同的临床学科参与，所以建议手术应在二级及二级以上
的综合性医疗单位开展。 术者应为中级及中级以上职称、长
期在普外科执业的胃肠外科医师，并在了解各种术式的治疗
原理和操作准则的基础上，经系统指导、培训后方可施
行手术。

３畅术后管理：（１）限制总热量，采用渐进式的阶段饮食，
清流质约 １周、流质约 １个月，软质、固体食物。 进食速度放
慢，每餐进食约半小时；少食多餐，细嚼慢咽，以防止胃出口
梗阻、呕吐；循序渐进，达到每日建议的总热量。

（２）术后饮食禁忌。 避免食用浓缩的甜食，包括饮料、
点心，防止出现倾倒综合征；避免油炸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避
免在进餐时喝汤和喝水，可在两餐之间或餐后 ４５ ｍｉｎ 再摄
入汤水；避免在 ３ 个月内摄取冰水、咖啡、茶类、酒精等
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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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每天至少 ６０ ～１２０ ｇ蛋白，尤其
应摄入优质蛋白，如鱼、鸡、猪、羊、牛等肉类，豆腐、豆花、牛
奶（低脂或脱脂）、鸡蛋等。

（４）补足水分，每日饮水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ｍｌ。
（５）补充维生素 Ｂ１、维生素 Ｄ、维生素 Ｂ１２、纤维素、叶

酸、铁剂、钙等。
（６）术后坚持运动，提高减肥疗效，改善健康相关的生

活质量。 每天至少运动 ３０ ｍｉｎ。
４畅术后随访：术后需要熟悉本领域的减重手术医师、内

科医师及营养师团队对患者进行终身随访。 饮食指导是保
证手术治疗效果、避免术后远期并发症、改善患者术后各种
不适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其目的是形成新的饮食习惯来促进
并维持减重的改善，同时又能补充必需的营养，避免患者不
适和减少手术副作用发生的风险。

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

　　一、糖尿病酮症酸中毒（ＤＫＡ）
ＤＫＡ是由于胰岛素不足和升糖激素不适当升高引起的

糖、脂肪和蛋白代谢严重紊乱综合征，临床以高血糖、高血酮
和代谢性酸中毒为主要表现。

１型糖尿病有发生 ＤＫＡ 的倾向；２ 型糖尿病亦可发生
ＤＫＡ，常见的诱因有急性感染、胰岛素不适当减量或突然中
断治疗、饮食不当、胃肠疾病、脑卒中、心肌梗死、创伤、手术、
妊娠、分娩、精神刺激等。

（一）临床表现
ＤＫＡ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仅有酮症而无酸中毒称

为糖尿病酮症；轻、中度除酮症外，还有轻至中度酸中毒；重
度是指酸中毒伴意识障碍（ＤＫＡ昏迷），或虽无意识障碍，但
血清碳酸氢根低于 １０ ｍｍｏｌ／Ｌ。
主要表现有多尿、烦渴多饮和乏力症状加重。 失代偿阶

段出现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常伴头痛、烦躁、嗜睡等症状，
呼吸深快，呼气中有烂苹果味（丙酮气味）；病情进一步发
展，出现严重失水现象，尿量减少、皮肤黏膜干燥、眼球下陷，
脉快而弱，血压下降、四肢厥冷；到晚期，各种反射迟钝甚至
消失，终至昏迷。

（二）检查
尿糖、尿酮体阳性或强阳性；如有条件可测血酮，可早期发

现酮症或酮症酸中毒。 血酮体增高，多在 ３畅０ ｍｍｏｌ／Ｌ以上。 血
糖升高，一般在 １６畅７ ～３３畅３ ｍｍｏｌ／Ｌ，超过 ３３畅３ ｍｍｏｌ／Ｌ时多伴
有高血糖高渗综合征或有肾功能障碍。 血钾水平在治疗前
高低不定，血尿素氮和肌酐轻中度升高，一般为肾前性。

（三）诊断
对昏迷、酸中毒、失水、休克的患者，要想到 ＤＫＡ的可能

性。 如尿糖和酮体阳性伴血糖增高，血 ｐＨ和（或）二氧化碳
结合力降低，无论有无糖尿病病史，都可诊断为 ＤＫＡ。

（四）治疗
对单有酮症者，需补充液体和胰岛素治疗，持续到酮体

消失。 ＤＫＡ应按以下方法积极治疗。
１畅补液：补液治疗能纠正失水，恢复血容量和肾灌注，

有助于降低血糖和清除酮体。 补液速度应先快后慢，并根据
血压、心率、每小时尿量及周围循环状况决定输液量和输液
速度。

２畅胰岛素：一般采用小剂量胰岛素静脉滴注治疗方案，
开始以 ０畅１ Ｕ· ｋｇ －１· ｈ －１，如在第一个小时内血糖下降不明
显，且脱水已基本纠正，胰岛素剂量可加倍。 每 １ ～２ ｈ 测定
血糖，根据血糖下降情况调整胰岛素用量。 当血糖降至
１３畅９ ｍｍｏｌ／Ｌ时，胰岛素剂量减至 ０畅０５ ～０畅１０ Ｕ· ｋｇ－１· ｈ－１。

３畅纠正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在开始胰岛素及补液治
疗后，患者的尿量正常，血钾低于 ５畅２ ｍｍｏｌ／Ｌ 即可静脉补
钾。 治疗前已有低钾血症，尿量≥４０ ｍｌ／ｈ时，在胰岛素及补
液治疗同时必须补钾。 严重低钾血症可危及生命，应立即补
钾，当血钾升至 ３畅５ ｍｍｏｌ／Ｌ时，再开始胰岛素治疗，以免发
生心律失常、心脏骤停和呼吸肌麻痹。 血 ｐＨ在 ６畅９以下时，
应考虑适当补碱，直到上升至 ７畅０以上。

４畅去除诱因和治疗并发症：如休克、感染、心力衰竭和
心律失常、脑水肿和肾衰竭等。

５畅预防：保持良好的血糖控制，预防和及时治疗感染及
其他诱因，加强糖尿病教育，促进糖尿病患者和家属对 ＤＫＡ
的认识，是预防 ＤＫＡ的主要措施，并有利于本病的早期诊断
和治疗。
二、高血糖高渗综合征（ＨＨＳ）
ＨＨＳ是糖尿病的严重急性并发症之一，临床以严重高

血糖而无明显酮症酸中毒、血浆渗透压显著升高、脱水和意
识障碍为特征。 ＨＨＳ 的发生率低于 ＤＫＡ，且多见于老年
２型糖尿病患者。

（一）临床表现
ＨＨＳ起病常比较隐匿。 典型的 ＨＨＳ主要有严重失水和

神经系统两组症状体征。
（二）化验检查
尿比重较高。 尿糖呈强阳性。 尿酮阴性或弱阳性，常伴

有蛋白尿和管型尿。 血糖明显增高，多在 ３３畅３ ｍｍｏｌ／Ｌ 以
上。 血钠多升高，可达 １５５ ｍｍｏｌ／Ｌ以上。 血浆渗透压显著
增高是ＨＨＳ的重要特征和诊断依据，一般在 ３５０ ｍＯｓｍ／Ｌ以
上。 血尿素氮、肌酐和酮体常增高，多为肾前性。 血酮正常
或略高。

（三）诊断
ＨＨＳ的实验室诊断参考标准是：（１）血糖≥３３畅３ ｍｍｏｌ／Ｌ；

（２）有效血浆渗透压≥３２０ ｍＯｓｍ／Ｌ；（３）血清碳酸氢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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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ｍｍｏｌ／Ｌ或动脉血 ｐＨ≥７畅３０；（４）尿糖呈强阳性，而尿酮
阴性或为弱阳性。

（四）治疗
主要包括积极补液，纠正脱水；小剂量胰岛素静脉输注

控制血糖、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失衡以及去除诱因和治疗
并发症。

（五）预后
ＨＨＳ的预后不良，病死率为 ＤＫＡ的 １０ 倍以上，抢救失

败的主要原因是高龄、严重感染、重度心力衰竭、肾功能衰
竭、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
三、糖尿病乳酸性酸中毒
主要是体内无氧酵解的糖代谢产物乳酸大量堆积，导致

高乳酸血症，进一步出现血 ｐＨ 降低，即为乳酸性酸中毒。
糖尿病合并乳酸性酸中毒的发生率较低，但病死率很高。 大
多发生在伴有肝、肾功能不全或慢性心肺功能不全等缺氧性
疾病患者，主要见于服用苯乙双胍者。

（一）临床表现
疲乏无力，厌食、恶心或呕吐，呼吸深大，嗜睡等。 大多

数有服用双胍类药物史。
（二）实验室检查
明显酸中毒，但血、尿酮体不升高，血乳酸水平升高。
（三）治疗
应积极抢救。 治疗包括去除诱因、积极治疗原发病、补

碱、纠正酸中毒、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补液、扩容、纠正脱水和
休克，必要时透析治疗。

（四）预防
严格掌握双胍类药物的适应证，尤其是苯乙双胍，对伴

有肝、肾功能不全，慢性缺氧性心肺疾病及一般情况差的患
者忌用双胍类降糖药。 二甲双胍引起乳酸性酸中毒的发生
率大大低于苯乙双胍，因此建议需用双胍类药物治疗的患者
尽可能选用二甲双胍。 使用双胍类药物患者在遇到危重急
症时，应暂停用药，改用胰岛素治疗。

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一、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患者中有 ２０％ ～４０％发生糖尿病肾病，是糖尿

病患者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 早期糖尿病肾病的特征是
尿中白蛋白排泄轻度增加（微量白蛋白尿），逐步进展至大
量白蛋白尿和血清肌酐水平上升，最终发生肾功能衰竭，需
要透析或肾移植。 肾功能的逐渐减退和发生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增高显著相关。 因此，微量白蛋白尿与严重的肾脏病变
一样，均应视为心血管疾病和肾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 在糖
尿病肾病的早期阶段通过严格控制血糖和血压，可防止或延
缓糖尿病肾病的发展。

（一）筛查
２型糖尿病患者在确诊糖尿病后每年均应做肾脏病变

的筛查。 最基本的检查是尿常规，检测有无尿蛋白。 这种方
式有助于发现明显的蛋白尿以及其他一些非糖尿病性肾病，
但是会遗漏微量白蛋白尿。 所有成年糖尿病患者中，不管尿
白蛋白排泄程度如何，至少每年检测血肌酐。 血肌酐用来估
算肾小球滤过率（ｅＧＦＲ）和评价慢性肾脏病的分期情况。

（二）诊断
糖尿病肾病的诊断：１ 型糖尿病所致肾损害分为 ５ 期，

２型糖尿病导致的肾脏损害也参考该分期。 Ⅰ期：肾小球高
滤过，肾脏体积增大。 Ⅱ期：间断微量白蛋白尿，患者休息时
晨尿或随机尿白蛋白与肌酐比值 （ＡＣＲ） 正常 （男 ＜
２畅５ ｍｇ／ｍｍｏｌ，女＜３畅５ ｍｇ／ｍｍｏｌ），病理检查可发现肾小球
基底膜（ＧＢＭ）轻度增厚及系膜基质轻度增宽。 Ⅲ期：早期
糖尿病肾病期，以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为标志，ＡＣＲ为２畅５ ～
３０畅０ ｍｇ／ｍｍｏｌ（男），３畅５ ～３０畅０ ｍｇ／ｍｍｏｌ（女），病理检查 ＧＢＭ
增厚及系膜基质增宽明显，小动脉壁出现玻璃样变。 Ⅳ期：临

床糖尿病肾病期，显性白蛋白尿，ＡＣＲ ＞３０畅０ ｍｇ／ｍｍｏｌ，部分
可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病理检查肾小球病变更重，部分肾小
球硬化，灶状肾小管萎缩及间质纤维化。 Ⅴ期：肾衰竭期。
糖尿病肾病为慢性肾脏病变的一种重要类型，对糖尿病肾病
应计算 ｅＧＦＲ，采用肾脏病膳食改良试验 （ＭＤＲＤ） 或
Ｃｏｃｋｃｒｏｆｔ-Ｇａｕｌｔ （Ｃ-Ｇ）公式进行估算。
诊断时要排除非糖尿病性肾病，以下情况应考虑非糖

尿病肾病：糖尿病病程较短、单纯肾源性血尿或蛋白尿伴血
尿、短期内肾功能迅速恶化、不伴视网膜病变、突然出现水肿
和大量蛋白尿而肾功能正常、显著肾小管功能减退、合并明
显的异常管型。 鉴别困难时可通过肾穿刺病理检查进行
鉴别。
检测尿液微量白蛋白最简单的方法是测定晨尿或随机

尿中 ＡＣＲ，如结果异常，则应在 ３ 个月内重复检测以明确诊
断。 如三次 ＡＣＲ中有 ２次升高，排除感染等其他因素时，可
诊断为微量白蛋白尿。 ２４ ｈ内运动、感染、心力衰竭、显著高
血糖及显著高血压均可使尿白蛋白排泄升高。 当肾脏功能
减退时，慢性肾脏病分期便于指导临床用药。 伴有慢性肾脏
病的糖尿病患者应用口服药物治疗时，均应注意其肾脏安全
性。 绝大多数降糖、调脂和降压药物对于处于慢性肾脏病
１ ～２期的患者是安全的（表 ９）。

（三）治疗
１畅改变生活方式：如合理控制体重、糖尿病饮食、戒烟

及适当运动等。
２畅低蛋白饮食；临床糖尿病肾病期时应实施低蛋白饮食治

疗，肾功能正常的患者饮食蛋白入量为 ０畅８ ｇ· ｋｇ－１· ｄ－１；在肾
小球滤过率下降后，饮食蛋白入量为０畅６ ～０畅８ｇ· ｋｇ－１ · ｄ－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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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慢性肾脏病（ＣＫＤ）的肾功能分期
ＣＫＤ分期 特点描述 ｅＧＦＲ［ｍｌ／　

（ｍｉｎ· １ uu畅７３ ｍ２ ）］　

１ 期 ＧＦＲ 增加或正常伴肾脏损伤ａ ≥９０  
２ 期 ＧＦＲ 轻度降低伴肾脏损伤ａ ６０ ～８９ /
３ 期
　３ ａ ＧＦＲ 轻中度降低 ４５ ～５９ /
　３ ｂ ＧＦＲ 中重度降低 ３０ ～４４ /
４ 期 ＧＦＲ 重度降低 １５ ～２９ /
５ 期 肾衰竭 ＜１５ 或透析

　　注：ＧＦＲ：肾小球滤过率；ｅＧＦＲ：估算肾小球滤过率；ａ 肾脏损伤
定义为病理、尿液、血液或影像学检查的异常

蛋白质来源应以优质动物蛋白为主。 如蛋白摄入量≤
０畅６ ｇ· ｋｇ －１· ｄ －１，应适当补充复方α-酮酸制剂。

３畅控制血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优先选择从肾脏排
泄较少的降糖药，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应采用胰岛素治疗，
宜选用短效胰岛素，以减少低血糖的发生。

４畅控制血压：大于 １８ 岁的非妊娠患者血压应控制在
１４０／８０ ｍｍＨｇ以下。 降压药首选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血压控制不
佳者可加用其他降压药物。

５畅纠正血脂紊乱：见血脂异常章节。
６畅控制蛋白尿：自肾脏病变早期阶段（微量白蛋白尿

期），不论有无高血压，首选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类药物），能减少尿白蛋白。 因该类药物可能
导致短期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在开始使用这些药物的 １ ～
２周内应检测血肌酐和钾浓度。 不推荐血肌酐 ＞２６５畅２
μｍｏｌ／Ｌ（３ ｍｇ／ｄｌ）的肾病患者应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
制剂。

７畅透析治疗和移植：当 ｅＧＦＲ低于 ６０ ｍｌ／（ｍｉｎ· １畅７３ ｍ２ ）
时，评估并治疗潜在的慢性肾脏病并发症。 对糖尿病肾病肾
衰竭者需透析或移植治疗时，应该尽早开始。 一般肾小球滤
过率降至 １５ ～２０ ｍｌ／ｍｉｎ 或血清肌酐水平超过４４２ μｍｏｌ／Ｌ
（５ ｍｇ／ｄｌ）时应积极准备透析治疗，透析方式包括腹膜透析
和血液透析。 有条件的糖尿病患者可行肾移植或胰-肾联合
移植。
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高度特异性的微血管并发

症，在 ２０ ～７４岁成人新发失明病例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
最常见的病因。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糖
尿病病程、高血糖、高血压和血脂紊乱，其他相关危险因素还
包括妊娠和糖尿病肾病等。 ２ 型糖尿病患者也是其他眼部
疾病早发的高危人群，这些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
血管阻塞及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等。

（一）筛查
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黄斑水肿的患者可能无

明显临床症状，因此，从预防性治疗的角度来说，定期做眼底
检查尤为重要。 在诊断前常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糖尿病了，
诊断时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较高，因此，２ 型糖尿病患者在
确诊后应尽快进行首次眼底检查和其他方面的眼科检查。

随访频率：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推荐 １ ～２ 年行一
次检查；轻度病变患者每年 １次，重度病变患者每 ３ ～６个月
１次；妊娠妇女需增加检查频率。 临床随访期间，主要观察
指标包括全身指标和眼部指标，全身指标有糖尿病病程、血
糖、ＨｂＡ１ｃ、血脂、血压、体重、尿蛋白及用药史等；眼部指标
有视力、眼压、房角、眼底（观察：微血管瘤、视网膜内出血、硬
性渗出、棉绒斑、视网膜内微血管异常、静脉串珠、新生血管、
玻璃体积血、视网膜前出血、纤维增生等）等。

（二）诊断
１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依据散瞳后检眼镜可观察的指标

来分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国际临床分级标准如表 １０。

表 1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国际临床分级标准（２００２年）
病变严重程度 散瞳眼底检查所见

无明显视网膜病变 无异常

非增殖期视网膜病变
（ＮＰＤＲ）
　轻度 仅有微动脉瘤

　中度 微动脉瘤，存在轻于重度 ＮＰＤＲ 的表现
　重度 出现下列任何一个改变，但无 ＰＤＲ 表现

　１ ΖΖ畅任一象限中有多于 ２０处视网膜内出血
　２ ǐǐ畅在两个以上象限有静脉串珠样改变

　３ ��畅在一个以上象限有显著的视网膜内
微血管异常

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ＰＤＲ） 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改变：

新生血管形成、玻璃体积血或视网膜前出血

　　２畅糖尿病黄斑水肿的分级标准见表 １１。

表 11　糖尿病黄斑水肿分级（２００２年）
病变严重程度 眼底检查所见

无明显糖尿病黄斑水肿 后极部无明显视网膜增厚或硬性渗出

有明显糖尿病黄斑水肿 后极部有明显视网膜增厚或硬性渗出

　轻度 后极部存在部分视网膜增厚或硬性渗出，
但远离黄斑中心

　中度 视网膜增厚或硬性渗出接近黄斑但未涉及
黄斑中心

　重度 视网膜增厚或硬性渗出涉及黄斑中心

　　（三）治疗
良好的控制血糖、血压和血脂可预防或延缓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的进展。
１．突发失明或视网膜脱离者需立即转诊眼科；伴有任何

程度的黄斑水肿，重度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ＮＰＤＲ），或任何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ＰＤＲ）的糖尿病
患者，应转诊到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诊治有丰富经验的眼科
医生。

２．激光光凝治疗能够减少高危 ＰＤＲ、有临床意义的黄斑
水肿及部分重度 ＮＰＤＲ患者失明的风险。

３．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治疗可用于糖尿病性
黄斑水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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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视网膜病变不是使用阿司匹林治疗的禁忌证，该治疗
不会增加视网膜出血的风险。

５．非诺贝特可减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减少激光治
疗需求。
　　三、糖尿病神经病变
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病

变可累及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以后者为常见。 由于缺乏统
一的诊断标准和检测方法，其患病率有较大差异，在 １０％ ～
９６％。 糖尿病病程在 １０ 年以上，常有明显的临床糖尿病神
经病变，其发生风险与糖尿病的病程、血糖控制不佳等相关。
糖尿病中枢神经病变是指大脑、小脑、脑干及脊髓的神

经元及其神经纤维的损伤。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ＰＮ）是指在排除其他原因的情况下，
糖尿病患者出现周围神经功能障碍相关的症状和（或）体
征，如糖尿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ＤＳＰＮ）是具有代
表性的糖尿病神经病变。 无症状的糖尿病神经病变，依靠体
征筛查或神经电生理检查方可诊断。

（一）ＤＰＮ分型
ＤＰＮ可根据受损的部位及临床表现进行分型，常用的

分型如下。
１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是 ＤＰＮ最常见类型。
２畅近端运动神经病变：一侧下肢近端严重疼痛为多见，

可与双侧远端运动神经同时受累，伴迅速进展的肌无力和肌
萎缩。 是肌肉最常受到累及的类型。

３畅局灶性单神经病变（或称为单神经病变）：可累及单
颅神经或脊神经。 颅神经损伤以动眼神经最常见，其次为面
神经、外展神经、三叉神经及听神经。

４畅非对称性的多发局灶性神经病变：同时累及多个单
神经的神经病变称为多灶性单神经病变（或非对称性多神
经病变）。

５畅多发神经根病变：最常见为腰段多发神经根病变，主
要为 Ｌ２、Ｌ３ 和 Ｌ４ 等高腰段的神经根病变引起的一系列
症状。

６畅自主神经病变：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ＤＡＮ）是糖尿
病常见的并发症，其可累及心血管、消化、呼吸、泌尿生殖等
系统，还可出现体温调节、泌汗异常及神经内分泌障碍。

（二）ＤＰＮ诊断
１畅糖尿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的诊断
（１）诊断标准：①明确的糖尿病病史；②诊断糖尿病时

或之后出现的神经病变；③临床症状和体征与 ＤＰＮ的表现
相符；④有临床症状（疼痛、麻木、感觉异常等）者，５ 项检查
（踝反射、针刺痛觉、震动觉、压力觉、温度觉）中任 １ 项异
常；无临床症状者，５项检查中任 ２ 项异常，临床诊断为
ＤＰＮ。

（２）排除诊断：需排除其他病因引起的神经病变，如颈
腰椎病变（神经根压迫、椎管狭窄、颈腰椎退行性变）、脑梗
死、格林-巴利综合征，排除严重动静脉血管性病变（静脉栓
塞、淋巴管炎）等，尚需鉴别药物尤其是化疗药物引起的神经

毒性作用以及肾功能不全引起的代谢毒物对神经的损伤。
如根据以上检查仍不能确诊，需要进行鉴别诊断的患者，可
做神经肌电图检查。

（３）糖尿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的临床诊断：主
要根据临床症状，如疼痛、麻木、感觉异常等。 临床诊断有疑
问时，可以做神经传导功能检查等。

（４）诊断分层：确诊：有糖尿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
病变的症状或体征，同时存在神经传导功能异常；临床诊断：
有糖尿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的症状及 １ 项体征为
阳性，或无症状但有２项以上（含 ２项）体征为阳性；疑似：有
糖尿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的症状但无体征或无症

状但有 １项体征阳性；亚临床：无症状和体征，仅存在神经传
导功能异常。

２畅糖尿病性自主神经病变
（１）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表现为直立性低血压、晕厥、

冠状动脉舒缩功能异常、无痛性心肌梗死、心脏骤停或猝死。
目前尚无统一诊断标准，检查项目包括心率变异性、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试验、握拳试验（持续握拳３ ｍｉｎ后测血压）、体位性血压变
化测定、２４ ｈ动态血压监测、频谱分析等。

（２）消化系统自主神经病变：表现为吞咽困难、呃逆、上
腹饱胀、胃部不适、便秘、腹泻及排便障碍等。 检查项目可选
用胃电图、食管测压、胃排空的闪烁图扫描（测定固体和液体
食物排空的时间）及直肠局部末梢神经病变的电生理检查，
有助于诊断。

（３）泌尿生殖系统自主神经病变：临床出现排尿障碍、
尿潴留、尿失禁、尿路感染、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月经紊
乱等。 超声检查可判定膀胱容量、残余尿量，神经传导速度
检查可以确定糖尿病尿道-神经功能。

（４）其他自主神经病变：如体温调节和出汗异常，表现
为出汗减少或不出汗，从而导致手足干燥开裂，容易继发感染。
另外，由于毛细血管缺乏自身张力，致静脉扩张，易在局部形成
“微血管瘤”而继发感染。 对低血糖反应不能正常感知等。

（三）管理和治疗
１．预防：（１）一般治疗：良好控制血糖，纠正血脂异常，

控制高血压。 （２）定期进行筛查及病情评价：全部患者应在
诊断为糖尿病后至少每年筛查一次 ＤＰＮ；对于糖尿病程较
长，或合并有眼底病变、肾病等微血管并发症的患者，应该每
隔 ３ ～６个月进行复查。 （３）加强足部护理：罹患周围神经
病变的患者都应接受足部护理的教育，以降低足部溃疡的
发生。

２．治疗：（１）对因治疗：①血糖控制：细胞内过多的葡萄
糖会激活细胞内一个或多个代谢葡萄糖的通路，因此长期的
高血糖导致包括 ＤＰＮ在内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积极严
格地控制高血糖并保持血糖稳定是预防和治疗 ＤＰＮ的最重
要措施。 开始越早，治疗效果越明显。 ②神经修复：ＤＰＮ的
神经损伤通常伴有节段性脱髓鞘和轴突变性。 主要通过增
强神经细胞内核酸、蛋白质以及磷脂的合成，刺激轴突再生、
促进神经修复。 常用药如甲钴胺、生长因子等。 ③抗氧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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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氧化应激是机体在高糖、缺血缺氧等损伤因素的作用下，
体内产生的高活性分子如活性氧过多或清除减少导致的组

织损伤。 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增加神经营养血管的血流
量，增加神经 Ｎａ ＋-Ｋ＋-ＡＴＰ酶活性，保护血管内皮功能。 常
用药如硫辛酸等。 ④改善微循环：周围神经血流减少是导致
ＤＰＮ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扩张血管、改善血液高凝状
态和微循环，提高神经细胞的血氧供应，可有效改善 ＤＰＮ的
临床症状。 常用药如前列腺素 Ｅ１、贝前列素钠、西洛他唑、
己酮可可碱、胰激肽原酶、钙拮抗剂和活血化瘀类中药等。
⑤改善代谢紊乱：通过抑制醛糖还原酶、糖基化产物、蛋白激
酶 Ｃ、氨基己糖通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而发挥作用。 如醛
糖还原酶抑制剂依帕司他等。 ⑥其他：如神经营养，包括神
经营养因子、肌醇、神经节苷酯和亚麻酸等。

（２）对症治疗：治疗痛性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药物有：抗
惊厥药 （普瑞巴林、加巴喷丁、丙戊酸钠和卡马西平） 、抗忧
郁药物（度洛西汀、阿米替林、丙米嗪和西肽普兰等）、阿片
类药物（曲马多和羟考酮）和辣椒素（ｃａｐｓａｉｃｉｎ）等。
四、下肢血管病变
下肢血管病变主要是指下肢动脉病变，虽然不是糖尿病

的特异性并发症，但糖尿病患者发生下肢动脉病变的危险性
较非糖尿病患者明显增加，而且发病年龄更早、病情更严重、
病变更广泛、预后更差。

（一）下肢动脉病变
下肢动脉病变是外周动脉疾病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Ｄ）的一个组成成分，表现为下肢动脉的狭窄或闭
塞。 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更常累及股深动脉及
胫前动脉等中小动脉。 其主要病因是动脉粥样硬化，但动脉
炎和栓塞等也可导致下肢动脉病变，因此糖尿病患者下肢动
脉病变通常是指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ＬＥＡＤ）。 ＬＥＡＤ的患病率随年龄的增
长而增加，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发生 ＬＥＡＤ 的
危险性增加 ２倍。 因调查方法和调查对象的不同，ＬＥＡＤ 的
患病率报告不一。 在我国根据 ＡＢＩ 检查，５０ 岁以上患者中
ＬＥＡＤ的患病率高达 ６畅９％～２３畅８％。
由于 ＬＥＡＤ与冠状动脉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等动脉血栓

性疾病在病理机制上有共性，如内皮功能的损害、氧化应激
等，因此临床上这几种病变常同时存在，故 ＬＥＡＤ 对冠状动
脉疾病和脑血管疾病有提示价值。 ＬＥＡＤ 对机体的危害除
了导致下肢缺血性溃疡和截肢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患者的心
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明显增加，病死率更高。 ＬＥＡＤ患者的主
要死亡原因是心血管事件，在确诊 １年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达 ２１畅１％，与已发生心脑血管病变者再次发作风险相当。
ＡＢＩ越低，预后越差，下肢多支血管受累者较单支血管受累
者预后更差。

ＬＥＡＤ患者中只有 １０％～２０％有间歇性跛行的表现，大
多数无症状，在 ５０ 岁以上的人群中对 ＬＥＡＤ 的知晓率只有
１６畅６％～３３畅９％，远低于冠心病和卒中。 由于对 ＬＥＡＤ的认
识不足，导致治疗不充分，治疗力度显著低于冠状动脉疾病

患者，并直接影响其预防性治疗，例如，使用抗血小板药物、
他汀类药物、硝酸盐类、ＡＣＥＩ 或 ＡＲＢ 类药物的百分比分别
为 ５９畅３％、２０畅３％、２４畅１％和 ４１畅３％。 即使在“知晓” ＬＥＡＤ
的患者中，仅有 ５３％的患者接受抗血小板治疗。 因此对于
ＬＥＡＤ，目前存在着低诊断、低治疗和低知晓率以及高致残率
和高病死率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ＬＥＡＤ 处于一个灰区的
危险状态。

１畅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的筛查
对于 ５０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应该常规进行 ＬＥＡＤ 筛

查。 伴有 ＬＥＡＤ发病危险因素（如合并心脑血管病变、血脂
异常、高血压、吸烟或糖尿病病程 ５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应
该每年至少筛查一次。
对于有足溃疡、坏疽的糖尿病患者，不论其年龄，应该进

行全面的动脉病变检查及评估。 具体筛查路径见图 ５。
２畅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 的诊断：（１）如果患者静息 ＡＢＩ≤

０畅９０，无论患者有无下肢不适的症状，应该诊断 ＬＥＡＤ；（２）
运动时出现下肢不适且静息 ＡＢＩ≥０畅９０的患者，如踏车平板
试验后 ＡＢＩ下降 １５％～２０％，应该诊断 ＬＥＡＤ；（３）如果患者
静息 ＡＢＩ ＜０畅４０ 或踝动脉压 ＜５０ ｍｍＨｇ 或趾动脉压 ＜
３０ ｍｍＨｇ，应该诊断严重肢体缺血。

ＬＥＡＤ一旦诊断，临床上应对其进行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分期，见表１２。

表 12　糖尿病性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的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分期

分期 临床评估

Ⅰ 无症状

Ⅱａ 轻度间歇性跛行

Ⅱｂ 中到重度间歇性跛行

Ⅲ 缺血性静息痛

Ⅳ 缺血性溃疡或坏疽

　　３畅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的治疗：（１）ＬＥＡＤ的治疗目的包括
预防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进展，预防心血管事件，预防
缺血导致的溃疡和肢端坏疽，预防截肢或降低截肢平面，改
善间歇性跛行患者的功能状态。 因此，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的规
范化治疗包括三个部分：即一级预防———防止或延缓 ＬＥＡＤ
的发生；二级预防———缓解症状，延缓 ＬＥＡＤ的进展；三级预
防———血运重建，降低截肢和心血管事件发生。

（２）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 的一级预防：严格控制导致糖尿病
患者 ＬＥＡＤ发生的危险因素，即纠正不良生活方式，如戒烟、
限酒、控制体重、严格控制血糖、血压、血脂等。 血糖控制目
标为餐前血糖在 ４畅４ ～７畅２ ｍｍｏｌ／Ｌ，餐后血糖在＜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７％。 血压控制目标为 ＜１４０／８０ ｍｍ Ｈｇ；血脂控制
目标为 ＬＤＬ-Ｃ＜２畅１ ｍｍｏｌ／Ｌ，这样有助于防止或延缓 ＬＥＡＤ
的发生。 年龄 ５０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合并多种心
血管危险因素者，如无药物禁忌证，都应该口服阿司匹林以
预防心血管事件。 对于阿司匹林过敏者或合并有溃疡者，可
服用氯吡格雷。 具体措施如下：控制高血糖（参阅高血糖章
节）、控制高血压（参阅高血压章节）、改善血脂异常（参阅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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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ＴＢＩ：趾肱指数；ＰＶＷ：脉搏波传导速度；ＡＢＩ：踝肱指数；ＬＥＡ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图 5　糖尿病患者通过全面动脉体格检查及踝肱指数筛查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的流程

注：ＡＢＩ：踝肱指数
图 6　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ＬＥＡＤ）防治流程图

代谢紊乱章节）、阿司匹林治疗（参阅抗血小板治疗章节）。
（３）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的二级预防：在一级预防的基础上，

对于有症状的 ＬＥＡＤ患者，建议应用小剂量阿司匹林，阿司
匹林的剂量建议为 ７５ ～１００ ｍｇ／ｄ；同时，指导患者运动康复
锻炼，时间至少持续 ３ ～６个月，以及给予相应的抗血小板药

物、他汀类调脂药、降压药物及抗凝药物
治疗（图 ６）。
对于间歇性跛行患者，除上述治疗

外，尚需使用血管扩张药物。 目前所用
的血管扩张药主要有脂微球包裹前列地

尔、贝前列素钠、西洛他唑、盐酸沙格雷
酯、萘呋胺、胰激肽原酶和己酮可可
碱等。

（４）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的三级预防：针
对慢性严重肢体缺血患者，即临床上表
现为静息痛或缺血性溃疡，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分期
在 ３期以上者，应该进行三级预防。 其
最终目的是减轻缺血引起的疼痛、促进
溃疡愈合、避免因肢体坏死而导致的截
肢、提高生活质量。
在内科保守治疗无效时，需行各种

血管重建手术，包括外科手术治疗和血管腔内治疗，可明显
降低截肢率，改善生活质量。 外科手术治疗包括动脉内膜剥
脱术、人造血管和（或）自体血管旁路术等。 血管腔内治疗
具有微创、高效、可同时治疗多平面病变、可重复性强等优
点，是目前 ＬＥＡＤ的首选治疗方法。 特别适用于高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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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差、没有合适的可供移植的自体血管以及流出道条件不
好的 ＬＥＡＤ患者。 腔内治疗的方法有多种，从传统的经皮球
囊扩张术（ＰＴＡ）、支架植入，到经皮内膜旋切，以及针对足部
小血管病变的 Ｐｅｄａｌ-Ｐｌａｎｔａｒ Ｌｏｏｐ 技术等。 目前认为药物涂
层球囊和支架的应用可显著提高远期通畅率，但存在对比剂
相关性肾病发生风险，尤其是有潜在或存在肾功能不全患
者，发生率较高且预后较差。 如果患者不符合血运重建手术
的指征，病灶和疼痛稳定时，可考虑药物保守治疗；当出现不
能耐受的疼痛、肢体坏死或感染播散，则考虑行截肢手术。
ＬＥＡＤ三级预防的治疗流程见图 ７。

注：ＤＳＡ：数字减影血管造影；ＭＲＡ：磁共振血管成像；ＣＴＡ：ＣＴ 血管成像
图 7　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三级预防流程图

　　ＬＥＡＤ的三级预防要求临床上做到多学科协作，即首先
由糖尿病专科医师评估患者全身状况，做到尽可能地降低心
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评估其血管条件，创造经皮血管腔
内介入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条件，血管外科和血管腔内介入
治疗医师一起讨论手术方式，做出术中和术后发生心血管事
件的抢救预案，并且在手术成功后给予随访及药物调整。 只
有这样，才有最大可能改善糖尿病性 ＬＥＡＤ 患者的血运重
建，减少截肢和死亡。
五、糖尿病足病
糖尿病足病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和治疗费用最高的慢性

并发症之一，重者可导致截肢。 糖尿病患者下肢截肢的相对
风险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４０倍。 近年的调查显示，我国三甲医
院非创伤性截肢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一为糖尿病所致。 大约
８５％的截肢是由于足溃疡引发的，１５％左右的糖尿病患者会
在其一生中发生足溃疡。 我国 １７家三甲医院调查显示，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年住院慢性溃疡患者中，糖尿病患者占到 ３３％，而
２００６年调查时仅为 ４畅９％。 预防和治疗足溃疡可明显降低截
肢率。 糖尿病足病的基本发病因素是神经病变、血管病变和
感染。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可导致组织的溃疡和坏疽。
神经病变可有多种表现，但与足病发生有关的最重要的

神经病变是感觉减退或缺失的末梢神经病。 由于感觉缺乏，
使得糖尿病患者失去了足的自我保护作用，容易受到损伤。
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所造成的皮肤干燥、皲裂和局部的动静
脉短路可以促使或加重足病的发生发展。

周围动脉病变是造成足病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有严
重周围动脉病变的患者可出现间歇性跛行的典型症状。 但
大多数合并严重周围动脉病变的患者可无此症状而发生足

溃疡，或在缺乏感觉的足受到损伤以后，缺血性病变加重了
足病变。 对于有严重的周围动脉病变的患者，在采取措施改
善周围供血之前，足溃疡难以好转。
糖尿病足溃疡的患者容易合并感染。 感染又是加重

溃疡甚至是导致患者截肢的因素。 糖尿病足溃疡合并的感
染，大多是革兰阳性菌和阴性菌甚至合并有厌氧菌的混合
感染。
在所有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中，糖尿病足病是相对容易

识别、预防比较有效的并发症。 尽早识别糖尿病足病高危因
素并采取积极对策，至少可使一半以上的糖尿病足病引起的
截肢得到避免。

（一）糖尿病足病的危险因素
１．病史：以往有过足溃疡或截肢；独居的生活状态；经济

条件差；不能享受医疗保险；赤足行走、视力差、弯腰困难、老
年、合并肾脏病变等。

２．神经病变：有神经病变的症状，如下肢的麻木、刺痛或
疼痛，尤其是夜间的疼痛；周围感觉迟钝、严重减退甚至感觉
缺失的患者更容易罹患足病。

３．血管状态：间歇性跛行、静息痛、足背动脉搏动明显减
弱或消失。

４．皮肤：颜色呈暗红、发紫；温度明显降低；水肿；趾甲异
常；胼胝；溃疡；皮肤干燥；足趾间皮肤糜烂。

５．骨／关节：畸形（鹰爪趾、榔头趾、骨性突起、关节活动障碍）。
６．鞋／袜：不合适的鞋袜。
（二）糖尿病足病的筛查
可以通过以下检查来了解患者是否有周围神经病变而

造成的感觉缺失：１０ ｇ的尼龙丝检查、１２８ Ｈｚ 的音叉检查震
动觉、用针检查两点辨别感觉、用棉花絮检查轻触觉、足跟
反射。
下肢动脉病变的检查可以通过触诊足背动脉和胫后动

脉的搏动，如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明显减弱时，则需要检

查腘动脉、股动脉搏动。 采用多普勒超
声检查踝动脉与肱动脉的比值（ＡＢＩ≤
０畅９提示有明显的缺血；ＡＢＩ ＞１畅３ 也属
于异常，提示有动脉钙化）。 必要时可进
行经皮氧分压（ＴｃＰＯ２ ）、血管超声、血管
造影或 ＣＴ、磁共振血管造影检查。

（三）糖尿病足病的预防
糖尿病足病治疗困难，但预防有效。

应对所有的糖尿病患者足部进行定期检

查，包括足有否畸形、胼胝、溃疡、皮肤颜
色变化；足背动脉和胫后动脉搏动、皮肤
温度以及有否感觉异常等。 如果患者足
部动脉搏动正常，尼龙丝触觉正常，没有
足畸形以及没有明显的糖尿病慢性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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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这类患者属于无足病危险因素的，可进行一般的糖尿病
足病预防教育。
预防糖尿病足病的关键在于：（１）定期检查患者是否存

在糖尿病足病的危险因素；（２）教育患者及其家属和有关医
务人员进行足的保护；（３）穿着合适的鞋袜；（４）去除和纠正
容易引起溃疡的因素。
对于有足病危险因素的糖尿病患者，应由糖尿病足病专

业人员进行教育与管理，尽可能地降低糖尿病足病发病危
险。 对这些患者及其家属给予下列教育：每天检查双足，特
别是足趾间；有时需要有经验的他人来帮助检查足；定期洗
脚，用干布擦干，尤其是擦干足趾间；洗脚时的水温要合适，
低于 ３７ ℃；不宜用热水袋、电热器等物品直接保暖足部；避
免赤足行走；避免自行修剪胼胝或用化学制剂来处理胼胝或
趾甲；穿鞋前先检查鞋内有否异物或异常；不穿过紧的或有
毛边的袜子或鞋；足部皮肤干燥可使用油膏类护肤品；每天
换袜子；不穿高过膝盖的袜子；水平地剪趾甲；由专业人员修
除胼胝或过度角化的组织；一旦有问题，及时找到专科医师
或护士诊治。
不合适的鞋袜可引起足溃疡。 让患者学会选择合适的

鞋袜。 这类鞋子鞋内应该是有足够的空间，透气良好，鞋底
较厚硬而鞋内较柔软，能够使足底压力分布更合理。
凡是合并严重周围神经病变的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足

踝部畸形、浮肿和皮肤温度升高或溃疡者，都应该进行 Ｘ片
检查，以了解有否足畸形和夏科关节病。

（四）糖尿病足溃疡的治疗
首先要鉴别溃疡的性质：神经性溃疡常见于反复受压的

部位，如跖骨头的足底面、胼胝的中央，常伴有感觉的缺失或
异常，而局部供血是好的。 缺血性溃疡多见于足背外侧、足
趾尖部或足跟部，局部感觉正常，但皮肤温度低、足背动脉和
（或）胫后动脉搏动明显减弱或消失。

１．对于神经性溃疡，主要是制动减压，特别要注意患者
的鞋袜是否合适。 　　

２．对于缺血性溃疡，则要重视解决下肢缺血，轻、中度缺
血的患者可进行内科治疗。 病变严重的患者可接受介入或
血管外科成形手术。

３．对于合并感染的足溃疡，及时去除感染和坏死组织。
只要患者局部供血良好，对于感染的溃疡，必须进行彻底清
创。 根据创面的性质和渗出物的多少，选用合适的敷料。 在
细菌培养的基础上选择有效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病程长、转
诊入院、已经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足溃疡往往是多种细菌合
并感染，需要联合应用两种以上抗生素，兼顾革兰阴性和阳
性菌的混合感染，必要时根据临床情况，加用抗厌氧菌感染
的抗生素。 严重感染的足溃疡抗生素治疗 ２ ～３ 周，合并骨
髓炎的感染，抗生素治疗至少 ４周。

４．转诊或会诊：非糖尿病足病专业的医务人员，应掌握
何种糖尿病足病需要及时转诊或会诊。 一旦出现以下情况，
应该及时转诊给糖尿病足病专科或请血管外科、骨科、创面
外科等相关专科会诊：皮肤颜色的急剧变化、局部疼痛加剧
并有红肿等炎症表现、新发生的溃疡、原有的浅表溃疡恶化
并累及软组织和（或）骨组织、播散性的蜂窝组织炎、全身感
染征象、骨髓炎等。 及时转诊或多学科会诊有助于降低截肢
率和减少医疗费用。

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糖尿病是心、脑血管疾患的独立危险因素。 与非糖尿
病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２ ～４倍。 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升高，即使未达到糖尿病诊
断标准，也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增加相关。 糖尿病患
者经常伴有血脂紊乱、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变的重要危险
因素。
临床证据显示，严格的血糖控制对减少 ２型糖尿病患者

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及其导致的死亡风险作用有限，特别是
那些病程较长、年龄偏大和已经发生过心血管疾病或伴有多
个心血管风险因素的患者。 但是，对多重危险因素的综合控
制可显著改善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病变和死亡发生的风险。
因此，对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预防，需要全面评估和控制心
血管疾病风险因素（高血糖、高血压和血脂紊乱）并进行适
当的抗血小板治疗。
当前，我国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发生

率高但控制率较低，在门诊就诊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血糖、
血压和血脂控制综合达标率仅为 ５畅６％。 阿司匹林的应用

率也偏低。 临床上应更积极地筛查和治疗心血管危险因素
并提高阿司匹林的治疗率。
一、筛查
糖尿病确诊时及以后，至少应每年评估心血管病变的风

险因素，评估的内容包括心血管病现病史及既往史、年龄、有
无心血管风险因素（吸烟、血脂紊乱、高血压和家族史、肥胖
特别是腹型肥胖）、肾脏损害（尿白蛋白排泄率增高等）、心
房颤动（可导致卒中）。 静息时的心电图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
心血管疾病的筛查价值有限，对大血管疾病风险较高的患者
可进一步检查来评估心脑血管病变情况。
二、心血管病变风险因素的控制
（一）高血压
高血压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或伴发病之一，流行状况

与糖尿病类型、年龄、是否肥胖以及人种等因素有关，发生率
国内外报道不一，为３０％～８０％。 我国门诊就诊的２型糖尿
病患者中约 ３０％伴有已诊断高血压。 １ 型糖尿病患者出现
的高血压常与肾脏损害加重相关，而 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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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通常是多种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并存的表现，高血压可
出现在糖尿病发生之前。 糖尿病与高血压的并存使心血管
病、卒中、肾病及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和进展风险明显增加，提
高了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 反之，控制高血压可显著降低糖
尿病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风险。
糖尿病患者中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同其他人群。 糖尿

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收缩压控制目标应该 ＜１４０ ｍｍＨｇ，
舒张压应控制在＜８０ ｍｍＨｇ。 部分患者，如年轻没有并发症
的患者在没有明显增加治疗负担的情况下可将收缩压控制

在＜１３０ ｍｍＨｇ。 糖尿病患者就诊时应当常规测量血压以早
期发现新的高血压患者和评价已诊断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

情况。 我国糖尿病患者中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
处于较低水平，提高这“三率”是防治糖尿病高血压的主要
任务。
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控制高血压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健

康教育、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盐、控制体重、限制饮
酒、心理平衡等。
对糖尿病患者血压增高的初始干预方案应视血压水平

而定。 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水平如果超过 １２０／８０ ｍｍＨｇ即应
开始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减低血压和预防高血压的发生。 血
压≥１４０／８０ ｍｍＨｇ者可考虑开始降压治疗。 糖尿病患者收
缩压≥１６０ ｍｍＨｇ时必须启动降压治疗。
降压药物选择时应综合考虑疗效、心肾保护作用、安全

性和依从性以及对代谢的影响等因素。 降压治疗的获益主
要与血压控制本身相关。 供选择的药物主要有 ＡＣＥＩ、ＡＲＢ、
钙拮抗剂、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等，其中 ＡＣＥＩ 或 ＡＲＢ为首
选药物。 为达到降压目标，通常需要多种降压药物联合应
用。 联合用药推荐以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为基础的降压药物治疗
方案，可以联合使用钙拮抗剂、吲哒帕胺类药物、小剂量噻嗪
类利尿剂或小剂量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

（二）血脂紊乱
２ 型糖尿病患者常见的血脂紊乱是甘油三酯升高及

ＨＤＬ-Ｃ降低，两者与 ２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病变的高风
险相关。 多项研究证明他汀类药物通过降低总胆固醇和
ＬＤＬ-Ｃ水平进而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病变和死
亡的风险。 对于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的 ２型糖尿病人群中，
在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使用降低甘油三酯和升高

ＨＤＬ-Ｃ的调脂药，不能进一步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
管病变和死亡的风险。
糖尿病患者每年应至少检查一次血脂（包括 ＬＤＬ-Ｃ、总

胆固醇、甘油三酯及 ＨＤＬ-Ｃ。 接受调脂药物治疗者，根据评
估疗效的需要可增加检测次数。
糖尿病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维持健康的血脂水

平和控制血脂紊乱的重要措施，主要包括减少饱和脂肪、反
式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取；增加 ｎ-３ 脂肪酸、黏性纤维、植物固
醇／甾醇的摄入；减轻体重（如有指征）；增加体力活动。
在进行调脂药物治疗时，应将降低 ＬＤＬ-Ｃ作为首要的目标。
所有下列糖尿病患者，无论基线血脂水平如何，应在生

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使用他汀类药物：（１）有明确的心血管
疾病，ＬＤＬ-Ｃ的控制目标是＜１畅８ ｍｍｏｌ／Ｌ。 （２）无心血管疾
病，但年龄超过 ４０岁并有一个或多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者（早发性心血管疾病家族史、吸烟、高血压、血脂紊乱或蛋
白尿），ＬＤＬ-Ｃ的控制目标是 ＬＤＬ-Ｃ＜２畅６ ｍｍｏｌ／Ｌ。 （３）对低
风险患者（如无明确心血管疾病且年龄在 ４０ 岁以下），如果
患者 ＬＤＬ-Ｃ＞２畅６ ｍｍｏｌ／Ｌ或具有多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应考虑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
ＬＤＬ-Ｃ的控制目标是＜２畅６ ｍｍｏｌ／Ｌ。
如果最大耐受剂量的他汀类药物未达到上述治疗目标

或 ＬＤＬ-Ｃ水平稍高于 ２畅６ ｍｍｏｌ／Ｌ而具有他汀类药物适应证
的患者，采用他汀类药物将 ＬＤＬ-Ｃ从基线降低 ３０％ ～４０％
也可带来明显的心血管保护作用。
若甘油三酯超过 １１畅０ ｍｍｏｌ／Ｌ，可先在生活方式干预的

基础上使用降低甘油三酯的药物（贝特类、烟酸或鱼油），以
减少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

２型糖尿病患者甘油三酯和 ＨＤＬ-Ｃ的控制目标分别为：
甘油三酯 ＜１畅７ ｍｍｏｌ／Ｌ，男性 ＨＤＬ-Ｃ ＞１畅０ ｍｍｏｌ／Ｌ，女性
ＨＤＬ-Ｃ＞１畅３ ｍｍｏｌ／Ｌ。
对于无法达到降脂目标，或对他汀类或贝特类药物无法

耐受时，可考虑使用其他种类的调脂药物（如胆固醇吸收抑
制剂、胆酸螯合剂、普罗布考和多廿烷醇等）。
妊娠期间禁用他汀类药物治疗。
（三）抗血小板治疗
糖尿病患者的高凝血状态是发生大血管病变的重要原

因，对临床试验的 Ｍｅｔａ分析和多项临床试验证明，阿司匹林
可有效预防包括卒中、心肌梗死在内的心脑血管事件。 目
前，临床证据支持阿司匹林用于糖尿病人群心血管病变的二
级预防，以及对有心血管病变高风险的糖尿病人群心血管病
变的一级预防。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在一定范围内阿司匹林的抗血栓作用
并不随剂量增加而增加，但阿司匹林的消化道损伤作用随着
剂量增加而明显增加。 因此，建议长期使用时，阿司匹林的
最佳剂量为７５ ～１５０ ｍｇ／ｄ，在这个剂量范围内阿司匹林的疗
效和安全性达到了较好的平衡。 目前尚无关于 ３０ 岁以下人
群使用阿司匹林的临床证据，亦无证据表明应该从什么年龄
开始使用阿司匹林。 抗血小板治疗的推荐用法为：

１畅有心血管疾病史的糖尿病患者应常规使用阿司匹林
作为二级预防措施。

２畅２型糖尿病患者应使用阿司匹林作为心血管疾病的
一级预防措施。

（１）具有高危心血管风险（１０年心血管风险＞１０％）者：
包括大部分＞５０岁的男性或＞６０岁的女性合并一项危险因
素者（即心血管疾病家族史、高血压、吸烟、血脂紊乱或蛋白
尿）。 上述人群中无明显出血风险（既往有消化道出血病
史、胃溃疡或近期服用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如非甾体类抗
炎药或华法林）者可服用小剂量（７５ ～１５０ ｍｇ／ｄ）阿司匹林
作为一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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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具有中度心血管风险，如有 １ 个或多个心血
管病危险因素的中青年（即男性 ＜５０ 岁或女性 ＜６０ 岁）患
者，或无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年龄较大的患者 （即男
性＞５０岁或女性＞６０岁，或 １０ 年心血管风险为 ５％ ～１０％
的患者）：应根据临床判断决定是否使用阿司匹林进行一级
预防。

（３）由于潜在的不良反应（出血）可能抵消潜在的获益，
因此不推荐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低风险（男性＜５０ 岁或女
性＜６０岁且无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或 １０ 年心血管风险＜
５％）的成年糖尿病患者。

３畅由于 ２１岁以下人群应用阿司匹林与发生 Ｒｅｙｅ 综合
征风险增加有一定相关性，因此不推荐在此人群中应用阿司
匹林。

４畅对于已有心血管疾病且对阿司匹林过敏的糖尿病患
者，可考虑使用氯吡格雷（７５ ｍｇ／ｄ）作为替代治疗。

５畅对于发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糖尿病患者可使用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联合治疗 １年。

６畅其他抗血小板药物可作为替代治疗药物用于以下几
类患者：如阿司匹林过敏、有出血倾向、接受抗凝治疗、近期
胃肠道出血以及不能应用阿司匹林的活动性肝病患者。
氯吡格雷已被证实可降低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

生率。 可作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发生后第 １ 年的辅助治
疗，对于阿司匹林不能耐受的患者，也可考虑氯吡格雷作为
替代治疗。

２型糖尿病降脂、降压、抗血小板标准治疗的筛查和临
床决策路径见图 ８。

注：ＡＣＥ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ＡＲ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Ｌ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图 8　２ 型糖尿病降脂、降压、抗血小板标准治疗的筛查和临床决策路径

·５７４·中华糖尿病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第 ６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Ｖｏｌ畅６，Ｎｏ畅７



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是一组以肥胖、高血糖（糖尿病或糖调节受
损）、血脂异常［高甘油三酯血症和（或）低 ＨＤＬ-Ｃ 血症］以
及高血压等聚集发病、严重影响机体健康的临床征候群，是
一组在代谢上相互关联的危险因素的组合，这些因素直接促
进了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也增加了发生 ２ 型
糖尿病的风险。 目前研究显示，代谢综合征患者是发生心脑
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与非代谢综合征者相比，其罹患心血
管病和 ２型糖尿病的风险均显著增加。

表 13　代谢综合征的 ３种诊断标准
指　标 ＷＨＯ（１９９９） ＮＣＥＰ-ＡＴＰⅢ（２００５） ＩＤＦ（２００５）

初选人群 高血糖及胰岛素抵抗人群 全人群 中心性肥胖人群ａ

组成成分数 初选人群中至少 ２ 项其他组分 至少 ３ 项 初选人群中至少 ２ 项其他组分
肥胖

　ＢＭＩ （ｋｇ／ｍ２ ） ＞３０ 和（或） － －

　腰围 （ｃｍ） － 不同人种采用特定的腰围，华人：
男≥９０ ｃｍ，女≥８０ ｃｍ 不同人种采用特定的腰围切点 。

华人：男≥９０ ｃｍ，女≥８０ ｃｍ
　腰臀比 ＞０ ++畅９０（男），０ è畅８５（女） － －
血脂紊乱

　ＴＧ （ｍｍｏｌ／Ｌ） ≥１ ++畅７０ 和（或） ≥１ KK畅７０ ｂ 或接受相应的调脂治疗者 ≥１ kk畅７ ｂ 或接受相应的调脂治疗者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０ ++畅９（男）， ＜１ 乙畅０（女） ＜１ KK畅０４（男）， ＜１  畅３０（女） ＜１ mm畅０３ （男）， ＜１ \畅２９ （女）或接受

相应的调脂治疗者

高血压（ｍｍＨｇ） ≥１４０／９０ 趑≥１３０／８５ 和（或）已确诊为高血压
并治疗者

≥１３０／８５ 和（或）已确诊为高血压
并治疗者

高血糖

　ＦＰＧ （ｍｍｏｌ／Ｌ） ≥６ ++畅１ 和（或） ≥５ KK畅６ 和（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
治疗者

≥５ kk畅６ 和（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
治疗者

　２ ｈＰＧ （ｍｍｏｌ／Ｌ） ≥７ ++畅８ 和（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
治疗者

－ｃ －ｃ

胰岛素抵抗 高胰岛素正糖钳夹试验的 Ｍ 值上
四分位数

－ －

微量白蛋白尿

　尿白蛋白（μｇ／ｍｉｎ） ≥２０ S－ －
　尿白蛋白／肌酐（ｍｇ／ｇ） ≥３０ S－ －

　　注：ＢＭＩ：体质指数；ＴＧ：甘油三酯；Ｈ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ＦＰＧ：空腹血糖；２ ｈＰＧ：餐后 ２ ｈ血糖；ＮＣＥＰ-ＡＴＰⅢ：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

纲要成人教育组第 ３ 次报告；ＩＤＦ：国际糖尿病联盟；ａ 若 ＢＭＩ＞３０ ｋｇ／ｍ２ ，不需要测量腰围，即可诊断为中心性肥胖；ｂＮＣＥＰ-ＡＴＰⅢ及 ＩＤＦ 诊断
标准中，高 ＴＧ 和低 ＨＤＬ-Ｃ 分别作为 ２ 个单独的组分；ｃ 如果 ＦＰＧ 超过 ５畅６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 ｍｇ／ｄｌ），推荐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但对诊断代谢

综合征并非必备检查。 在临床实践中，糖耐量异常亦可作为诊断依据，在代谢综合征流行病学研究中，只有空腹血糖和已被诊断为 ２ 型糖尿但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也多结合筛查糖负荷后 ２ ｈ 血糖，以期早期预防及发现糖尿病；１ ｍｍＨｇ ＝０畅１３３ ｋＰａ； －：无数据

　　一、 代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代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尚未在全球完全统一，表 １３ 为

ＷＨＯ（１９９９）、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纲要成人教育组第 ３ 次
报告（ＮＣＥＰ-ＡＴＰⅢ ２００５）以及 ＩＤＦ（２００５）等 ３ 个代谢综合
征的诊断标准。 我国也制定了以中国人调查数据及研究结
果为基础的代谢综合征定义，分别是 ２００４年 ＣＤＳ和 ２００７年
枟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枠制定联合委员会（ＪＣＤＣＧ）建
议的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

ＣＤＳ ２００４ 建议中的超重和（或）肥胖病诊断选用了

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 来代表中心性肥胖。 事实上，相较于白种
人，中国人肥胖程度较轻，而体脂分布趋于向腹腔内积聚，更
易形成腹型肥胖。 即使在正常体重（ＢＭＩ ＜２５ ｋｇ／ｍ２ ）人群
中，亦有 １４％的人表现为腹内脂肪的严重堆积。 国内大样
本人群研究资料表明，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精确评价腹内脂
肪积聚，确定中国人腹内脂肪面积大于 ８０ ｃｍ２ 可作为腹型

肥胖的精确标准；同期的腰围参数对比分析与预测糖尿病的
随访研究均提示将简易体脂参数（男性腰围≥９０ ｃｍ和女性
腰围≥８５ ｃｍ）作为中国人腹型肥胖的诊断切点较为合理，且
与日韩等东亚人群研究结果相似。

２００７年 ＪＣＤＣＧ采用了该腰围标准制定了新的代谢综合
征的工作定义。 考虑到中国人血脂异常主要表现为高甘油
三酯和低 ＨＤＬ-Ｃ，“血脂边缘异常及异常” （总胆固醇≥
５畅２０ ｍｍｏｌ／Ｌ或 ＬＤＬ-Ｃ ≥ ３畅１２ ｍｍｏｌ／Ｌ 或 甘 油 三 酯 ≥
１畅７０ ｍｍｏＬ／Ｌ或 ＨＤＬ-Ｃ＜１畅０４ ｍｍｏＬ／Ｌ）的标准化患病率已
高达 ５６畅２％～７６畅０％，且 ＨＤＬ-Ｃ ＜ｌ畅０４ ｍｍｏｌ／Ｌ（４０ ｍｇ／ｄｌ）
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增加 ５０％，其代谢综合征定义中

·６７４· 中华糖尿病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第 ６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Ｖｏｌ畅６，Ｎｏ畅７



血脂紊乱的标准不再进行性别区分。 ＪＣＤＣＧ的代谢综合征新定
义较之用 ＩＤＦ（２００５）和ＮＣＥＰ-ＡＴＰⅢ２００１定义对心血管事件发生
风险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风险比分别为１畅５５、１畅２１和１畅２３。
根据目前我国人群代谢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结

果，本指南在２００４年 ＣＤＳ建议基础上，对代谢综合征的组分
量化指标中进行修订。 具体诊断标准如下：（１）腹型肥胖：
腰围男性≥９０ ｃｍ，女性≥８５ ｃｍ。 （２）高血糖：空腹血糖≥
６畅ｌ ｍｍｏｌ／Ｌ或糖负荷后 ２ ｈ血糖≥７畅８ ｍｍｏｌ／Ｌ和（或）已确
诊为糖尿病并治疗者。 （３）高血压：血压≥１３０／８５ ｍｍＨｇ 及
（或） 已确认为高血压并治 疗者。 （ ４ ） 空 腹 ＴＧ ≥
１畅７０ ｍｍｏｌ／Ｌ。（５）空腹 ＨＤＬ-Ｃ ＜ｌ畅０４ ｍｍｏｌ／Ｌ。 以上具备三
项或更多项即可诊断。
二、代谢综合征的防治
目前代谢综合征防治的主要目标是预防临床心血管疾

病以及 ２型糖尿病的发生，对已有心血管疾病者则要预防心

血管事件再发。 积极且持久的生活方式治疗是达到上述目
标的重要措施。 原则上应先启动生活方式治疗，然后是针对
各种危险因素的药物治疗。

１畅生活方式干预：保持理想的体重、适当运动、改变饮
食结构以减少热量摄入、戒烟和不过量饮酒等，不仅能减轻
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也能改善糖耐量和其他心血管
疾病危险因素。

２畅针对各种危险因素如糖尿病或糖调节受损、高血压、
血脂紊乱以及肥胖等的药物治疗，治疗目标如下：（１）体重
在一年内减轻降低 ７％ ～１０％，争取达到正常 ＢＭＩ和腰围；
（２）血压：糖尿病患者＜１３０／８０ ｍｍＨｇ，非糖尿病患者＜１４０／
９０ ｍｍＨｇ； （ ３ ） ＬＤＬ-Ｃ ＜２畅６０ ｍｍｏｌ／Ｌ、 甘 油 三 酯 ＜
１畅７０ 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１畅０４ ｍｍｏｌ／Ｌ（男）或 ＞１畅３０ ｍｍｏｌ／Ｌ
（女）；（４）空腹血糖 ＜６畅１ ｍｍｏｌ／Ｌ、负荷后 ２ ｈ 血糖 ＜
７畅８ ｍｍｏｌ／Ｌ及ＨｂＡ１ｃ＜７畅０％。

糖尿病的特殊情况

　　一、妊娠糖尿病与糖尿病合并妊娠
在糖尿病诊断之后妊娠者为糖尿病合并妊娠；在妊娠期

间首次发生或发现的糖耐量减低或糖尿病称为妊娠期糖尿

病或妊娠期间的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患者中可能包含了一部
分妊娠前已有糖耐量减低或糖尿病，在孕期首次被诊断的患
者。 妊娠期间高血糖的主要危害是围产期母婴临床结局不
良和死亡率增加，包括母亲发展为 ２ 型糖尿病、胎儿在宫内
发育异常、新生儿畸形、巨大儿（增加母婴在分娩时发生合并
症与创伤的危险）和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的风险增加等。 一般
来讲，糖尿病患者合并妊娠时血糖水平波动较大，血糖较难
控制，大多数患者需要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相反，妊娠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波动相对较轻，血糖容易控制，多数患者可
通过严格的饮食计划和运动使血糖得到满意控制，仅部分患
者需要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一）妊娠糖尿病的筛查
１畅有高度糖尿病风险的妊娠妇女：有妊娠糖尿病史、巨

大儿分娩史、肥胖、ＰＣＯＳ、有糖尿病家族史、早孕期空腹尿糖
阳性者和无明显原因的多次自然流产史、胎儿畸形史及死胎
史、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分娩史者等，应尽早监测血糖，如
果空腹血糖≥７畅０ ｍｍｏｌ／Ｌ及（或）随机血糖≥１１畅１ ｍｍｏｌ／Ｌ，
应在 ２周内重复测定。 如血糖仍然如此可诊断妊娠期间的
糖尿病。

２畅所有妊娠妇女应在妊娠 ２４ ～２８周进行 ７５ ｇ ＯＧＴＴ测
定血糖。

３畅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２０１３ 年 ＷＨＯ发表了枟妊
娠期新诊断的高血糖诊断标准和分类枠。 将妊娠期间发现的
高血糖分为两类：妊娠期间的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和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妊娠期间的糖尿病诊断标准与 １９９９ 年 ＷＨＯ 的非妊娠
人群糖尿病诊断标准一致，即空腹血糖≥ ７畅０ ｍｍｏｌ／Ｌ，或
ＯＧＴＴ后２ ｈ血糖≥ １１畅１ ｍｍｏｌ／Ｌ，或明显糖尿病症状时随机
血糖≥１１畅１ ｍｍｏｌ／Ｌ。
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见表 １４。 我国卫生部２０１１年

７月 １日发布的行业标准中采用了这一妊娠糖尿病的诊断
标准。

表 14　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７５ ｇ ＯＧＴＴ 血糖（ｍｍｏｌ／Ｌ）
空腹 ≥５ ;;畅１
服糖后 １ ｈ ≥１０ cc畅０
服糖后 ２ ｈ ≥８ ;;畅５

　　注：ＯＧＴＴ：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１ 个以上时间点血糖高于标准

即可确定诊断

　　（二）计划妊娠的糖尿病妇女妊娠前的准备
１畅糖尿病妇女应计划妊娠，在糖尿病未得到满意控制

之前应采取避孕措施。 应告知已妊娠的糖尿病妇女在妊娠
期间强化血糖控制的重要性以及高血糖可能对母婴带来的

危险。
２畅在计划妊娠之前，应认真地回顾如下病史：（１）糖尿

病的病程；（２）急性并发症，包括感染史、酮症酸中毒和低血
糖；（３）慢性并发症，包括大小血管病变和神经系统病变；
（４）详细的糖尿病治疗情况；（５）其他伴随疾病和治疗情况；
（６）月经史、生育史、节育史；（７）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支持
情况。

３畅由糖尿病医师和妇产科医师评估是否适合妊娠。
４畅如计划妊娠，应在受孕前进行如下准备：（１）全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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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包括血压、心电图、眼底、肾功能、ＨｂＡ１ｃ；（２）停用口服降
糖药物，改用胰岛素控制血糖；（３）严格控制血糖，加强血糖
监测。 餐前血糖控制在 ３畅９ ～６畅５ ｍｍｏｌ／Ｌ，餐后血糖在 ８畅５
ｍｍｏｌ／Ｌ以下，ＨｂＡ１ｃ控制在 ７畅０％以下（用胰岛素治疗者），
在避免低血糖的情况下尽量控制在 ６畅５％以下；（４）严格将
血压控制在 １３０／８０ ｍｍＨｇ以下。 停用 ＡＣＥＩ和 ＡＲＢ，改为甲
基多巴或钙拮抗剂；（５）停用他汀类及贝特类调脂药物；（６）
加强糖尿病教育；（７）戒烟。

（三）妊娠期间糖尿病的管理
１．应尽早对妊娠期间糖尿病进行诊断，在确诊后，应尽

早按糖尿病合并妊娠的诊疗常规进行管理。 １ ～２ 周就
诊 １次。

２．根据孕妇的文化背景进行针对性的糖尿病教育。
３．妊娠期间的饮食控制标准：既能保证孕妇和胎儿能量

需要，又能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而且不发生饥饿性酮症。
尽可能选择低生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 对使用胰岛素者，要
根据胰岛素的剂型和剂量来选择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和数量。
应实行少量多餐制，每日分 ５ ～６餐。

４．鼓励尽量通过 ＳＭＢＧ 检查空腹、餐前血糖，餐后 １ ～
２ ｈ血糖及尿酮体。 有条件者每日测定空腹和餐后血糖 ４ ～
６ 次。 血糖控制的目标是空腹、餐前或睡前血糖 ３畅３ ～
５畅３ ｍｍｏｌ／Ｌ，餐后 １ ｈ≤７畅８ ｍｍｏｌ／Ｌ；或餐后 ２ ｈ 血糖≤
６畅７ ｍｍｏｌ／Ｌ；ＨｂＡ１ｃ尽可能控制在 ６畅０％以下。

５．避免使用口服降糖药，通过饮食治疗血糖不能控制
时，使用胰岛素治疗。 人胰岛素优于动物胰岛素。 初步临床
证据显示速效胰岛素类似物赖脯胰岛素、门冬胰岛素和地特
胰岛素在妊娠期使用是安全有效的。

６．尿酮阳性时，应检查血糖（因孕妇肾糖阈下降，尿糖不
能准确反映孕妇血糖水平），如血糖正常，考虑饥饿性酮症，
及时增加食物摄入，必要时在监测血糖的情况下静脉输入适
量葡萄糖。 若出现酮症酸中毒，按酮症酸中毒治疗原则
处理。

７．血压应该控制在 １３０／８０ ｍｍＨｇ以下。
８．每 ３个月进行一次肾功能、眼底和血脂检测。
９．加强胎儿发育情况的监护，常规超声检查了解胎儿发

育情况。
１０．分娩方式：糖尿病本身不是剖宫产指征，无特殊情况

可经阴道分娩，但如合并其他的高危因素，应进行选择性剖
宫产或放宽剖宫产指征。

１１．分娩时和产后加强血糖监测，保持良好的血糖控制。
（四）分娩后糖尿病的管理
１．糖尿病合并妊娠者在分娩后胰岛素的需要量会明显

减少，应注意血糖监测，适时减少胰岛素的用量，避免低血
糖。 糖尿病的管理与一般糖尿病患者相同。

２．妊娠期糖尿病使用胰岛素者多数在分娩后可停用胰
岛素，继续监测血糖。 分娩后血糖正常者应在产后 ６ 周行
７５ ｇ ＯＧＴＴ，重新评估糖代谢情况，并进行终身随访。

（五）糖尿病合并妊娠时的特殊问题

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因妊娠而加重。 在
怀孕前逐渐使血糖得到控制和预防性眼底光凝治疗（有适
应证者）可减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加重的风险。

２．高血压：无论是妊娠前已有的高血压还是妊娠期并发
的高血压均可加重妊娠妇女已有的糖尿病并发症。 应在妊
娠期间严格控制血压。 应避免使用 ＡＣＥＩ、ＡＲＢ、β受体阻滞
剂和利尿剂。

３．糖尿病肾病：妊娠可加重已有的肾脏损害。 对轻度肾
病患者，妊娠可造成暂时性肾功能减退；已出现较严重肾功
能不全的患者［血清肌酐＞２６５ μｍｏｌ／Ｌ（３ ｍｇ／ｄｌ），或肌酐清
除率＜５０ ｍｌ／ｍｉｎ］，妊娠可对部分患者的肾功能造成永久性
损害。 肾功能不全对胎儿的发育有不良影响。

４．神经病变：与糖尿病神经病变相关的胃轻瘫、尿潴留、
对低血糖的防卫反应差和直立性低血压可进一步增加妊娠

期间糖尿病管理的难度。
５．心血管病变：如潜在的心血管疾病未被发现和处理，

妊娠使死亡的危险性增加。 应在妊娠前仔细检查心血管疾
病证据并予以处理。 有怀孕愿望的糖尿病妇女心功能应该
达到能够耐受运动试验的水平。
以上特殊情况需要与妇产科医师协商是否终止妊娠。
二、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
近年来，糖尿病发病逐渐趋于低龄化，儿童及青少年的

发病率明显上升。 国际糖尿病联盟儿童青少年学会
（ＩＳＰＡＤ）指南将儿童及青少年糖尿病以如下顺序分类：（１）
１型糖尿病：为免疫介导性和特发性。 （２）２ 型糖尿病。 （３）
特殊类型糖尿病。 儿童时期时常见到这类患者，有原发性和
继发性。 包括β细胞功能的单基因缺乏、胰岛素作用的遗传
性缺陷、内分泌胰腺疾病、内分泌轴病变、药物或化学因素诱
导的等 ８类病因导致的糖尿病。 青少年的成人起病型糖尿
病（ＭＯＤＹ）是一类较经典的特殊类型糖尿病的代表。 临床
符合率不少见，但是基因检测阳性率不高。 而新生儿糖尿病
中 ３０％～５８％是胰岛β细胞的磺脲类受体 Ｋｉｒ６畅２基因突变
引起。 （４）妊娠糖尿病。 目前青少年妊娠并非绝无仅有，这
类糖尿病青少年的相关问题应该有所认识。 在我国，目前儿
童及青少年糖尿病仍以 １型为主，约占儿童糖尿病的 ９０％；
但 ２型糖尿病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有时区分儿童和青
少年糖尿病的类型很困难，看似 ２ 型糖尿病，仍应注意有
１型糖尿病或其他类型糖尿病的可能。 有条件的单位应进
一步测定β细胞自身抗体和 Ｃ肽释放水平，并通过对治疗
效果的分析和一段时间的随访，对分型诊断有帮助。

（一）１型糖尿病
目前认为病因是在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外界环境因素

（可能包括病毒感染）引发机体自身免疫功能紊乱，导致胰
岛β细胞的损伤和破坏，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引发糖尿病。
患儿胰岛功能低下，常伴有β细胞自身抗体阳性，包括 ＩＣＡ、
胰岛素自身抗体（ ＩＡＡ）和 ＧＡＤＡ。 我国儿童青少年（０ ～
１４岁）１型糖尿病的年发病率约为 ０畅６／１０ 万，属低发病区，
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故 １型糖尿病患者的绝对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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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万。
１畅临床表现：（１）起病较急，常因感染或饮食不当发病，

可有家族史；（２）典型者有多尿、多饮、多食和消瘦的三多一
少症状；（３）不典型隐匿发病患儿多表现为疲乏无力、遗尿、
食欲降低；（４）２０％～４０％的患儿以 ＤＫＡ急症就诊。

２畅治疗方案及原则：１ 型糖尿病的治疗目的是降低血
糖、消除症状，预防和延缓各种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
生活质量，使糖尿病患儿能与正常儿童一样生活和健康
成长。

（１）胰岛素治疗：儿童 １ 型糖尿病一经确诊常需终生依
赖外源性胰岛素替代治疗。 由于患儿胰岛残余β细胞数量
和功能有差异，胰岛素治疗要注意个体化。

（２）饮食治疗：①计划饮食，控制总热量，但要保证儿童
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 ②均衡膳食，保证足够营养，特别是
蛋白质的供应。 应避免高糖高脂食物，多选择高纤维素食
物，烹调以清淡为主。 ③定时定量，少量多餐，最好是一日三
次主餐和三次加餐。 应注意进正餐和加餐的时间要与胰岛
素注射及作用时间相匹配。

（３）运动治疗：儿童 １型糖尿病患者病情稳定后可参加
学校的各种体育活动，这对糖尿病的病情控制有良好作用。
运动方式和运动量应个体化，循序渐进，强度适当，注意安
全，包括防止运动后低血糖。

（４）心理治疗和教育：是糖尿病患儿综合治疗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是促进患儿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 社会、学校和
家庭都应给予糖尿病儿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表 15　儿童和青少年 １型糖尿病控制目标（ＡＤＡ标准）

年龄段（岁）
血糖（ｍｍｏｌ／Ｌ）

餐前 睡前／夜间
ＨｂＡ１ｃ（％） 理　由

幼儿-学龄前期（０ ～６） ５ 谮谮畅６ ～１０ 烫畅０ ６ jj畅１ ～１１ \畅１ ７ 邋邋畅５ ～＜８  畅５ 脆性，易发生低血糖

学龄期（６ ～１２） ５ 谮谮畅０ ～１０ 烫畅０ ５ jj畅６ ～１０ \畅０ ＜８ 湝湝畅０ 青春期前低血糖风险相对高，而并发症风险相
对低

青春期和青少年期（１３ ～１９） ５ 儋儋畅０ ～７ ＃畅２　 ５ ii畅０ ～８ 3畅３　 ＜７ 湝湝畅５ 有严重低血糖的风险、需要考虑发育和精神健
康、如无过多低血糖发生，能达到 ７％以下更好

　　注：血糖控制应权衡利弊，实行个体化，低血糖风险较高或尚无低血糖风险意识的患儿可适当放宽标准；当餐前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之间出现矛盾时，则应考虑加用餐后血糖值来评估；ＡＤＡ：美国糖尿病学会

　　（５）要加强 ＳＭＢＧ。
（６）门诊随访：一般患儿至少每 ２ ～３ 个月应到糖尿病

专科门诊复查一次。 ① 每次携带病情记录本，以供医生对
病情控制的了解，作为指导治疗的依据。 ②每次随访均应测
量身高、体重、血压、尿常规、尿糖及酮体、餐后 ２ ｈ 血糖和
ＨｂＡ１ｃ。 ③ 预防慢性并发症：每半年至 １ 年检测一项血脂
谱、尿微量白蛋白、眼底以及空腹或负荷后 Ｃ肽水平，并观察
血压的变化，注意患儿免疫调节紊乱导致的腹泻病的发生，
以早期发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并了解胰岛β细胞的功能
变化。 ④由于 １型糖尿病常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因
此在诊断时应测定促甲状腺激素和甲状腺自身抗体，若存在
甲状腺功能减退，需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以免影响其生
长发育。 若甲状腺功能正常，应在 １ ～２年后重复测定。

儿童和青少年 １型糖尿病控制目标见表 １５。
（二）２型糖尿病
随着肥胖儿童的增多，儿童青少年中 ２型糖尿病的发病

率也有增高趋势。 儿童及青少年 ２ 型糖尿病也表现为胰岛
素抵抗和（或）胰岛素分泌不足，但和成人 ２ 型糖尿病不同，
其胰岛素敏感性会随着患儿生长、发育的改变而降低。

１畅临床表现：发病较隐匿，多见于肥胖儿童，发病初期
超重或肥胖，以后渐消瘦，不易发生酮症酸中毒，部分患儿伴
有黑棘皮病。 此类患者在诊断 ２ 型糖尿病的同时要注意是
否存在慢性并发症，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微量白蛋白尿、
眼底病变等，以及睡眠呼吸障碍、肝脏脂肪变性等疾病。 青
春期少女还应注意是否合并 ＰＣＯＳ。

２畅治疗方案及原则：
（１）健康教育：不仅针对 ２ 型糖尿病患儿个体进行健康

和心理教育，同时更要对患儿家庭成员进行糖尿病相关知识
的普及。 合理的生活方式对病情的控制尤为重要。

（２）饮食治疗：饮食控制以维持标准体重、纠正已发生
的代谢紊乱和减轻胰岛β细胞的负担为原则，肥胖儿童的减
低体重量因人而异。 同时进行饮食和生活方式干预，热卡一
般不超过 １２００ ｋｃａｌ／ｄ。

（３）运动治疗：运动治疗在儿童青少年 ２ 型糖尿病的治
疗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利于减轻体重，增加胰岛素的敏感
性、血糖的控制和促进生长发育。 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
应该个体化，根据性别、年龄、体形、体力、运动习惯和爱好制
订适当的运动方案。

（４）药物治疗：原则上可先用饮食和运动治疗，观察 ２ ～
３个月，若血糖仍未达标，可使用口服降糖药或胰岛素治疗
以保证儿童的正常发育。 由于儿童和青少年 ２ 型糖尿病与
成人 ２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相似，有理由推测这些药物对儿
童和青少年 ２型糖尿病有效。 药物的选择及应用基本上与
成年人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口服降血糖药物的疗效和
安全性都未在儿童进行过全面的评估。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ＦＤＡ）仅批准二甲双胍用于 １０岁以上儿童患者。 用
药应体现个体化，在多数情况下，特别对于超重或肥胖的患
者，二甲双胍可作为首选药物。 与磺脲类药物相比，在控制
ＨｂＡ１ｃ水平相当时，二甲双胍不易发生低血糖，同时有一定
降低 ＴＧ 水平的作用。 胰岛素的应用和注意事项与儿童
１型糖尿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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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此类患儿还应注意进行 ＳＭＢＧ。
（６）控制目标：保持正常生长发育，避免肥胖或超重，在

避免低血糖的前提下，空腹血糖＜７畅０ ｍｍｏｌ／Ｌ，ＨｂＡ１ｃ 尽可
能控制在 ７畅０％以下。

（７）定期随访，进行身高、体重、血压、血脂、血糖和
ＨｂＡ１ｃ的检查，早期发现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３畅２型糖尿病的筛查：与成人 ２ 型糖尿病一样，对于儿
童及青少年 ２型糖尿病患者也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尤其是对高危人群（肥胖、糖尿病家族史、血脂异常和
高血压，多囊卵巢综合征）进行筛查和预防。 不定期进行身
高、体重、血压、血脂、血糖的检查，以求早期发现异常，及时
进行干预治疗。
儿童及青少年中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标准如下：
（１）高危因素：超重（相对于同性别、年龄人群，体质指

数超过 ８５个百分点）合并以下任意 ２ 项指标：家族史：一级
或二级亲属患有糖尿病；高风险种族；胰岛素抵抗相关表现，
如黑棘皮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等；母亲怀
孕时有糖尿病史或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２）年龄：１０岁或青春期（如果青春期提前）。
（３）筛选频率：每隔 ３年筛选一次。
三、老年糖尿病
老年糖尿病是指年龄≥６０岁（ＷＨＯ界定＞６５ 岁）的糖

尿病患者，包括 ６０岁以前诊断和 ６０岁以后诊断的糖尿病患
者。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枟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枠，中国 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１９ ３９０ 万，占总人口
的 １４畅３％，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 １２ ７１４ 万，占总人口的
９畅４％。 我国在 ２００７至 ２００８年的 ２型糖尿病患病率的调查
显示，老年人（≥６０ 岁）患病率为 ２０畅４％。 老年是糖尿病防
治的重点人群。 老年糖尿病的治疗目的是减少大血管和微
血管并发症以提高生存质量和预期寿命。

（一）老年糖尿病的特点
１畅２型糖尿病是我国老年糖尿病的主要类型。
２畅老年糖尿病患者患病年龄、病程、身体状况、肝肾等

重要脏器功能、并发症与合并症、合并用药情况、经济状况及
医疗支持、对治疗的预期以及其预期生存期均不同。

３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听力、视力、认
知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下降，运动耐力下降。 应关注运动治
疗的风险、重复用药或遗漏用药的可能。

４畅进入老年期之前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大多病程较
长，慢性并发症常见。 新诊断的老年糖尿病多起病缓慢，无
症状或症状不明显。 多在常规体检或因出现并发症、伴发病
检查血糖或尿糖时发现。 但诊断糖尿病时一般已存在多种
并发症，且比较严重。 因此，老年糖尿病一经诊断，应该进行
全面而细致的并发症筛查。

５畅老年糖尿病急性并发症临床症状不典型，常同时与
其他疾病伴发，易误诊或漏诊。

６畅老年糖尿病患者对低血糖耐受性差，易出现无症状
性低血糖及严重低血糖。 反复低血糖发生会加重老年糖尿

病患者的认知障碍，甚至诱发严重心脑血管事件。
７畅老年糖尿病患者可伴有多种代谢异常，部分同时罹

患肿瘤或其他伴随疾病。
（二）老年糖尿病的并发症
１畅急性并发症：包括高血糖高渗状态（ＨＨＳ）、ＤＫＡ和乳

酸酸中毒。 其急性并发症的病死率明显高于一般成人。
ＨＨＳ多发于老年人，半数以上无糖尿病史。 ＤＫＡ 的发生多
有诱因，如感染、胰岛素治疗中断等。 老年人因肝肾功能减
退、心肺功能异常等易发生乳酸酸中毒，尤其是应用苯乙双
胍者。

２畅慢性并发症：慢性并发症是老年糖尿病防治的重点。
老年糖尿病大血管病变以动脉粥样硬化为基本病理改变。
心、脑血管并发症是老年糖尿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 老
年糖尿病大血管病变具有病变广泛、严重、临床症状轻或缺
如的特点。
老年糖尿病肾病可能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血肌酐水平及尿微量白蛋白在部分患者不能确切反映肾脏

情况。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随年龄增大而增加，多与糖尿病肾
病共同存在。 老年糖尿病神经系统损害包括中枢神经系统
形态和结构改变，认知功能减退，周围神经病变和自主神经
病变的发生率均随增龄而增加。
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白内障、青光眼、耳聋、运动受限、

跌倒或骨折的风险明显增加。
３畅老年综合征：老年 ２型糖尿病患者易出现功能缺陷、

认知障碍、抑郁、跌倒、尿失禁、营养不良等一组临床征候群，
被定义为“老年综合征”。 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且
成为控制糖尿病的障碍。 对此类患者应注重多方面机能的
恢复，注意各种危险因素之间的累加效应。 鼓励进行功能恢
复训练、心理辅导，合理选择降糖药物，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４畅老年糖尿病与低血糖：年龄是严重低血糖的独立危
险因素。 低血糖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危害巨大，有时甚至致
命。 然而在老年患者中，这种致命的危害常无症状而直接导
致功能损害，例如跌倒、骨折以及逐渐恶化的认知功能等。
反复发作低血糖，伴有其他并发症（如自主神经病变）或服
用某些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易发生无症状低血糖，增加
了发生严重低血糖的风险。 另外，认知功能的损害也使患者
无法自我判断低血糖的发生。 选择低血糖风险低的降糖药
物、简单的治疗方案，将有助于减少低血糖的发生，有利于患
者依从性的提高。

（三）老年糖尿病的治疗
２型糖尿病是老年糖尿病的主要类型，因此老年糖尿病

患者常用口服降糖药，药物选择可参照有关章节，但要兼顾
患者年龄大的特点。 在不出现低血糖的前提下，根据患者情
况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达到适度的血糖控制。
老年糖尿病治疗的注意事项：（１）根据患者情况确定个

体化血糖控制目标，ＨｂＡ１ｃ控制目标应适度放宽。 （２）生活
方式干预依然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有些血糖水平不太高的老
年 ２型糖尿病患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可获得相对满意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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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控制。 制订生活方式干预方案时应注意其并发症及伴发
病、视力、听力、体力、运动耐力、平衡能力、是否有骨关节病
变及心肺等器官功能情况，推荐个体化的方案。 （３）老年患
者可能罹患多种疾病，会同时服用多种药物，药物间相互作
用以及肝肾功能逐渐减退可能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风

险。 （４）在进行降糖治疗时要注意血压、血脂、凝血机制等
异常，根据异常情况作相关处理。

（四）老年糖尿病的预防
胰岛β细胞功能与年龄相关，糖尿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

增龄效应，老年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保持愉悦的心情、
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度运动、维持合理体重、纠正
其他代谢异常、以及定期筛查对预防糖尿病有益。
四、糖尿病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是指在睡

眠中因上气道阻塞引起呼吸暂停，其特征表现为口鼻腔气流
停止而胸腹呼吸尚存，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并造成多器官损害
的睡眠呼吸疾病，是 ２型糖尿病常见的共病之一。 在除外肥
胖等因素后，ＯＳＡＨＳ与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异常和 ２ 型糖尿
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一）糖尿病与 ＯＳＡＨＳ
两种疾病常在同一个体存在，属于共患疾病，糖尿病患

者 ＯＳＡＨＳ的患病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 国内研究显示住院
２型糖尿病患者 ＯＳＡＨＳ的患病率在 ６０％以上。 ＯＳＡＨＳ患者
中糖尿病患病率亦明显高于正常人，肥胖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
ＯＳＡＨＳ的患病率高达 ８６％。

（二）ＯＳＡＨＳ对糖尿病的影响
ＯＳＡＨＳ可导致体内多种与糖代谢有关的激素水平发生

变化，增加交感神经系统活性，增加患者胰岛素抵抗及罹患
糖尿病的风险。 在校正多种危险因素后发现，糖尿病患者
ＯＳＡＨＳ严重程度与患者的平均血糖、ＨｂＡ１ｃ 水平及血糖波
动幅度呈正相关。

（三）ＯＳＡＨＳ的诊断
１畅ＯＳＡＨＳ诊断标准：在每晚至少 ７ ｈ的睡眠中，呼吸暂

停反复发作在 ３０ 次以上，或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ＡＨＩ）≥５，并且当呼吸暂停或低通气事件发生时同时出现
矛盾的胸腹呼吸运动，其中口鼻气流中止超过 １０ ｓ 以上定
义为呼吸暂停，气流降低超过正常气流强度的 ５０％以上伴
动脉氧饱和度（Ｓａ０２）下降 ４％以上定义为低通气，平均每小
时呼吸暂停及低通气的次数之和为 ＡＨＩ。

２畅ＯＳＡＨＳ的诊断方法：（１）多导睡眠图仪（ＰＳＧ）：是目
前诊断 ＯＳＡＨＳ 的“金标准”，可判断严重程度、定量评估睡
眠结构、睡眠中呼吸紊乱及低氧情况、心电、血压的变化；
（２）睡眠呼吸初筛仪：简单、易于操作，可在门诊、病房由内
分泌科医技人员进行测定。 对于中重度 ＯＳＡＨＳ应用初筛仪
结果与 ＰＳＧ一致性高。
糖尿病患者出现下列情况应想到共患 ＯＳＡＨＳ 的可能

性：包括打鼾、白日嗜睡、肥胖、严重胰岛素抵抗、糖尿病控制
困难、顽固难治性高血压（以晨起高血压为突出表现）、夜间

心绞痛、难以纠正的心律失常、顽固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反复
发生脑血管疾病、癫痫、痴呆、遗尿、夜尿增多、性功能障碍、
性格改变、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不明原因的红细胞增多症
等。 建议进行相关检查。

（四）糖尿病合并 ＯＳＡＨＳ的治疗
１畅生活方式改进：减重对于 ＯＳＡＨＳ 以及糖尿病的治疗

都有正向作用，同时能够使其他治疗方式发挥更好的效果。
戒烟酒，避免服用镇静药物以减轻上气道的塌陷。 白天适当
运动避免过度劳累。 许多 ＯＳＡＨＳ 是体位依赖性的，体位改
变或减少仰卧睡眠时间可降低 ＡＨＩ。

２畅降糖药物治疗：对于 ＯＳＡＨＳ伴发２型糖尿病的患者，
常用降糖药物均可选用，但应尽可能使用不增加体重的药
物。 由于 ＯＳＡＨＳ易发生夜间缺氧，对于低氧血症严重者慎
用或禁用双胍类药物。

３畅改善 ＯＳＡＨＳ 的治疗：排查及治疗其他原因所致的
ＯＳＡＨＳ。 如对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所致 ＯＳＡＨＳ进行甲状腺激
素补充治疗。 手术治疗上气道阻塞，包括摘除肥大的扁桃体
和腺样体、切除鼻息肉、正畸术和颌面部手术等。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ＣＰＡＰ）是 ＯＳＡＨＳ 患者的首选

治疗方式。 有研究显示对糖尿病合并 ＯＳＡＨＳ患者进行机械
通气治疗可显著降低空腹及餐后血糖，改善血糖波动，降低
ＨｂＡ１ｃ。 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ＢｉＰＡＰ） 及自动或智能化
ＣＰＡＰ对合适患者也可考虑选用。 口腔矫正器相对经济，对
轻度 ＯＳＡＨＳ患者有一定使用价值。 目前药物治疗 ＯＳＡＨＳ
效果不确切。
应加强医务人员对两病共存的认识，在确诊其中一种疾

病时应想到伴发另一种疾病的可能，进而进行相应的筛查。
对 ＯＳＡＨＳ的治疗有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而治
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如自主神经病变）也有利于改善
ＯＳＡＨＳ的病情。
五、围手术期糖尿病管理
糖尿病患者因其他原因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时需要得到

特别的关注。 对医护人员来说，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的正确
处理是一种挑战，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和微血管并发症可显
著增加手术风险。 而且手术应激可使血糖急剧升高，造成糖
尿病急性并发症发生率增加，这是术后病死率提高的主要原
因；另外，高血糖可造成感染发生率增加及伤口愈合延迟。
因此围手术期的正确处理需要外科医师、糖尿病专科医师及
麻醉师之间良好的沟通与协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术前准备及评估
１畅择期手术：应对患者血糖控制情况以及可能影响手

术预后的糖尿病并发症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心血管疾病、自主
神经病变及肾病。 术前空腹血糖水平应控制在 ７畅８ ｍｍｏｌ／Ｌ
以下，餐后血糖控制在 １０畅０ ｍｍｏｌ／Ｌ以下。 对于口服降糖药
后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应及时调整为胰岛素治疗。 口服降
糖药治疗的患者在接受小手术的术前当晚及手术当天应停

用口服降糖药，接受大中手术则应在术前 ３天停用口服降糖
药，均改为胰岛素治疗。

·１８４·中华糖尿病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第 ６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Ｖｏｌ畅６，Ｎｏ畅７



２畅急诊手术：主要评估血糖水平，有无酸碱、水、电解质
平衡紊乱。 如果存在，应及时纠正。

（二）术中处理
对于仅需单纯饮食治疗或小剂量口服降糖药即可使血

糖控制达标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小手术时，术中不需
要使用胰岛素。
在大中型手术术中，需静脉应用胰岛素，并加强血糖监

测，血糖控制的目标为 ５畅０ ～１１畅０ ｍｍｏｌ／Ｌ。 术中可输注 ５％
葡萄糖溶液１００ ～１２５ ｍｌ／ｈ，以防止低血糖。 葡萄糖-胰岛素-
钾联合输入是代替分别输入胰岛素和葡萄糖的简单方法，需
根据血糖变化及时调整葡萄糖与胰岛素的比例。

（三）术后处理
在患者恢复正常饮食以前仍予胰岛素静脉输注，恢复正

常饮食后可予胰岛素皮下注射。
对于术后需要重症监护或机械通气的患者，如血浆葡萄

糖＞１０畅０ ｍｍｏｌ／Ｌ，通过持续静脉胰岛素输注将血糖控制在
７畅８ ～１０畅０ ｍｍｏｌ／Ｌ比较安全。

中、小手术后一般的血糖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 ＜
７畅８ ｍｍｏｌ／Ｌ，随机血糖＜１０畅０ ｍｍｏｌ／Ｌ。 在既往血糖控制良
好的患者可考虑更严格的血糖控制，同样应注意防止低血糖
发生。
六、糖尿病与感染
糖尿病容易并发各种感染，血糖控制差的患者感染更为

常见也更为严重。 糖尿病并发感染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
感染导致难以控制的高血糖，而高血糖进一步加重感染。 感
染可诱发糖尿病急性并发症，感染也是糖尿病的重要死因。

（一）糖尿病患者常见感染类型
如泌尿系感染、肺炎、结核病、胆道感染、皮肤及软组织

感染、外耳炎和口腔感染。
１畅泌尿系感染：常见，有时可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严

重的肾盂肾炎、肾及肾周脓肿、肾乳头坏死和败血症。 常见
的致病菌是大肠杆菌及克雷伯杆菌。

２畅呼吸道感染：肺炎常见的致病菌包括葡萄球菌、链球菌
及革兰阴性菌。 糖尿病是肺炎球菌感染的菌血症高风险人群。
毛霉菌病及曲霉病等呼吸道真菌感染亦多见于糖尿病患者。 糖
尿病患者发生院内菌血症的风险很高，病死率高达 ５０％。

３畅结核：糖尿病患者结核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糖尿病
患者，并且多见非典型的影像学表现。

４畅其他感染：皮肤葡萄球菌感染是糖尿病患者的常见
感染之一，多见于下肢。 足部溃疡的常见致病菌包括葡萄球
菌、链球菌、革兰阴性菌及厌氧菌。 糖尿病患者中牙周炎的
发生率增加，易导致牙齿松动。 外耳炎常见，但常被忽略。

（二）糖尿病合并感染的防治
１畅预防：良好的血糖控制，加强自身卫生及必要的免疫

接种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预防严重感染的发生。 所有 ２ 岁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须接种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６５ 岁以上的
患者如果以前曾经接种过疫苗，而接种时间超过 ５ 年者需再
接种一次。 年龄≥６ 个月的糖尿病患者每年都要接种流感

疫苗；年龄在 １９ ～５９岁的糖尿病患者如未曾接种乙肝疫苗，
应该接种。 年龄≥６０ 岁的糖尿病患者如未曾接种乙肝疫
苗，可以考虑接种。

２畅治疗：严格控制血糖为首要措施，胰岛素治疗为首
选；进行有效的抗感染治疗，并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及时
调整抗生素的种类；必要时行外科手术治疗，特别是在糖尿
病足的治疗过程中更为重要。
七、糖尿病与口腔疾病
糖尿病与口腔疾病存在密切关系。 糖尿病患者的唾液

量减少、流率减慢，唾液内葡萄糖浓度升高，唾液 ｐＨ 值下
降，使口腔的自洁力下降，口腔内环境改变，易引起各种病原
微生物的滋生和繁殖，导致口腔发生多种疾病如舌炎、口腔
黏膜炎、龋病等。 另外，糖尿病患者有着特异性的血管病变，
血糖升高，血小板黏附、聚集增强，抗凝血因子减少，红细胞
脆性增加，造成牙龈等口腔组织缺血缺氧，血管内皮损伤，容
易受到细菌及其产物如内毒素的侵袭。 同时糖尿病患者伤
口愈合障碍，导致口腔病变迁延难愈。 急性感染若不及时治
疗可能危及生命。 另一方面，牙周炎等口腔慢性炎症对糖尿
病的代谢控制有负面影响，于是便产生了口腔糖尿病学
（ｓｔｏｍａｔｏ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ｇｙ）的概念。

（一）糖尿病口腔疾病的种类
１畅口腔黏膜病变：糖尿病患者唾液减少，表现为口腔黏

膜干燥，失去透明度，有触痛和烧灼痛，味觉障碍。 由于口腔
黏膜干燥，自洁能力下降，易受到微生物侵入，临床多见感染
性口炎、口腔白色念珠菌病。

２畅龋齿：糖尿病患者唾液质和量发生改变，自洁能力下
降，助长菌斑形成和黏附在牙齿表面上。 龋齿在糖尿病患者
中普遍存在。

３畅牙龈炎和牙周炎：糖尿病患者牙周组织易发生感染，
临床表现为牙龈肿胀充血、水肿、疼痛，牙周部位可发生牙周
脓肿、牙周袋形成，并有脓性渗出。

４畅牙槽骨吸收和牙齿松动脱落：糖尿病患者龋缘出现
肉芽肿及牙周袋形成，牙周袋内可有积脓，随之牙齿周围齿
槽骨吸收，导致牙齿松动、脱落。 随患者年龄增大，牙槽骨吸
收和牙齿松动脱落现象更为普遍。

５畅颌骨及颌周感染：口腔颌面部有互相连通的筋膜间
隙，上至颅底，下达纵隔，内含疏松结缔组织，抗感染能力低，
在发生化脓性炎症时可以迅速蔓延。 进展的龋齿根尖炎及
齿龈炎极易波及颌骨及颌周软组织。 糖尿病患者免疫机能
下降致炎症扩展更加严重，出现皮肤红肿、局部剧烈疼痛、张
口受限、高热、白细胞计数升高，可诱发 ＤＫＡ。

（二）糖尿病口腔疾病的防治
１畅一般治疗：保持口腔环境清洁，去除局部刺激因素，如牙

石、不良修复体、用口呼吸、食物嵌塞等。 保持口腔卫生有助于
减少感染。 提倡患者定期口腔检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２畅控制血糖：加强血糖控制，有助于口腔病变的治疗，
建议患者进行 ＳＭＢＧ。

３畅控制感染：因口腔颌面部感染极易扩散，因此对牙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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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颌面部感染等应积极控制，防止炎症进一步蔓延导致病
情恶化，可在病原微生物检查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抗菌素。

４畅对症、支持治疗。
八、糖皮质激素与糖尿病
内源性（库欣综合征）和外源性（激素治疗）糖皮质激素

增多与糖尿病和高血糖关系十分密切。 ２０％ ～６０％的库欣
综合征患者出现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 长期使用糖皮质激
素治疗的患者，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３６％ ～１３１％，与糖
皮质激素使用剂量和时间呈正相关关系。
糖皮质激素促进肝脏糖异生与糖原分解，增加肝糖输

出，以及减少骨骼肌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因此降低
胰岛素敏感性；另一方面，糖皮质激素通过直接作用，使胰岛
β细胞功能受损，导致代偿胰岛素抵抗分泌足够量的胰岛素
能力受损，因而出现高血糖。
临床观察发现，糖皮质激素所致的高血糖，常以餐后高

血糖为主，空腹血糖可正常。 因此，应用 ＯＧＴＴ筛查糖皮质
激素所致的高血糖显得十分重要。 当然，随着疾病进展，空
腹血糖也随之增高。 使用外源性糖皮质激素的患者，在停用
糖皮质激素后，血糖可恢复正常。 但也有部分患者出现永久
性高血糖。 长期糖皮质激素增多还可引起血脂紊乱（总胆固
醇和甘油三酯升高）和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并发症。
糖皮质激素所致糖尿病首选胰岛素治疗。 对于早上一

次顿服糖皮质激素的患者，可给予早餐前中效胰岛素。 中效
胰岛素的起效时间和达峰时间正好与糖皮质激素血药浓度

变化一致。 一日多次服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可使用预混胰
岛素或一日多次注射短效胰岛素加基础胰岛素。 对于血糖
轻度或中度升高（随机血糖 １２畅２ ｍｍｏｌ／Ｌ以下）的患者，可使
用口服降糖药。 由于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多有肾
脏、肝脏、肺部等方面的疾病，故尤其需注意药物的副作用。
对于内源性糖皮质激素增多的库欣综合征患者，应主要治疗
原发病。
九、抑郁症

糖尿病患者抑郁症的患病率显著高于非糖尿病人群，糖
尿病和抑郁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我国江苏省
数家医院糖尿病患者门诊问卷调查显示，糖尿病患者抑郁症
患病率达 ５０％，其中有 ４％左右是需要治疗的抑郁症。 伴有
抑郁症的糖尿病患者血糖不易得到满意控制，微血管和大血
管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可能高于普通糖尿病患者。 有证据表
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可加重糖尿病的病情，抗抑郁治疗
可改善糖尿病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状态。 但某些抗抑郁药可
能对血糖控制和体重造成影响。 最近研究显示，短期使用应
激及抗抑郁药物会导致体重的长期增加（增幅可≥基线体
重的 ７％），并伴随骨骼及脾重量的增加。 ＡＤＡ在 ２０１２糖尿
病指南中强调心理健康是糖尿病管理的一部分，心理状态的
评估应始终贯穿糖尿病治疗。 ＩＤＦ在同年的临床指南中针
对糖尿病患者心理干预提出，当患者有以下表现时应将其转
诊至具备糖尿病知识的精神科医师就诊：抑郁症、焦虑症、人
格障碍、药物成瘾、认知功能障碍等。 改善糖尿病患者的代
谢异常和抑郁症状，帮助患者及早摆脱不良心理，恢复自信，
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十、精神疾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

和糖尿病

已在欧美人群中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普通人群罹患
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大。 治疗精神异常和 ＨＩＶ／ＡＩＤＳ 的某些
药物有诱发或加重糖尿病的不良后果，并且有增加心血管疾
病的危险。 抗精神病药物（特别是第二代药物）可增加肥
胖、２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发生危险。
治疗 ＨＩＶ／ＡＩＤＳ的高活性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可导致

血脂异常和胰岛素抵抗，尤其是使用蛋白酶抑制剂时。 建议
在选择精神疾病和抗 ＨＩＶ感染的治疗方案时要考虑这些不
良反应。 开始上述药物治疗前，应检查患者的血糖和血脂，询
问是否存在其他危险因素，如高血压、肥胖、吸烟史和特殊疾
病家族史。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每个月测量 １次血糖和
体重，治疗过程中体重增加者应进行常规血液生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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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ＡＰ：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 （ ｃｏｕ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ｉｒｗａ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ＳＩＩ：持续性皮下胰岛素输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ＤＡＮ： 糖 尿 病 自 主 神 经 病 变 （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ＤＣＣＴ：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试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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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ＫＡ：糖尿病酮症酸中毒（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ｋｅｔｏａｃｉｄｏｓｉｓ）
ＤＰＮ：糖 尿 病 周 围 神 经 病 变 （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ＤＰＰ-４：二肽基肽酶Ⅳ（ｄｉｐｅｐｔｉｄｙｌ 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Ⅳ）
ＤＰＰ： 预 防 糖 尿 病 计 划 研 究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ＳＰＮ：糖尿病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 （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
ｅＧＦＲ：估算肾小球滤过率（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ＧＡＤＡ：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ｇｌｕｔａ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ＧＦＲ：肾小球滤过率（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ＧＬＰ-１：胰高血糖素样肽 １（ｇｌｕｃａｇｏｎ-ｌｉｋ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１）
ＨｂＡ１ｃ：糖化血红蛋白（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Ａ１ｃ）
Ｈ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ＨＨＳ：糖尿病高血糖高渗透压综合征 （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ｈｙｐｅｒｏｓｍｏ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ＨＯＴ：高血压最佳治疗试验 （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ＨＰＳ-ＤＭ：英国心脏保护研究-糖尿病亚组试验（Ｈｅａｒ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Ａ-２Ａ：人胰岛细胞抗原 ２ 抗体（ ｈｕｍａｎ ｉｓｌｅｔ ａｎｔｉｇｅｎ-２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ＩＣＡ：胰岛细胞抗体（ ｉｓｌｅｔ ｃｅｌ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ＩＤＦ：国际糖尿病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ＰＡＤ：国际糖尿病联盟儿童青少年学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ＬＡＧＢ：腹腔镜下可调节胃束带术（ ｌａｐ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ｂ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Ａ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ＬＳＧ：腹 腔 镜 袖 状 胃 切 除 术 （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ｌｅｅｖｅ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ＭＯＤＹ：青少年的成人起病型糖尿病 （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ｎ-

ｓｅ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ｙｏｕｔｈ）
ＮＣＤ：非传染性疾病（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ＣＥＰ-ＡＴＰⅢ：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纲要成人教育组第

３ 次 报 告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ｄｕｌ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ａｎｅｌ Ⅲ）

ＮＰＤＲ：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 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ＯＧＴＴ：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ｒａｌ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ＯＳＡＨＳ：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ＣＯＳ：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ＤＲ：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ＰＳＧ：多导睡眠图仪（ｐｏｌｙｓｏｍｎｏｇｒａｍ）
ＰＴＡ： 经 皮 球 囊 扩 张 术 （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ｕｍｉｎａｌ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ＲＹＧＢ：胃旁路术（Ｒｏｕｘ-ｅｎ-Ｙ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ａＯ２ ：动脉氧饱和度（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ＭＢＧ：自我血糖监测（ｓｅｌ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ＺＤｓ：噻唑烷二酮类（ ｔｈｉａｚｏｌｉｄｉｎｅｄｉｏｎｅｓ）
ＵＫＰＤＳ：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ＶＡＤＴ：美国退伍军人糖尿病研究 （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ｒｉａｌ）

附录 2　糖尿病初诊和随诊简要方案
　　一、初诊

１畅为确定个体化的治疗目标，初诊时要详细询问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症状、了解糖尿病的家族史。 对已经诊
断的糖尿病患者，复习以往的治疗方案和血糖控制情况，并
进行以下体格检查和化验检查（表 １６）。

（１）体格检查：身高、体重、计算 ＢＭＩ、腰围、血压和足背
动脉搏动。

（２）化验检查：空腹血糖、餐后血糖、ＨｂＡ１ｃ、ＴＣ、ＴＧ、
ＬＤＬ-Ｃ、ＨＤＬ-Ｃ、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１ 型糖尿病、血脂
异常和年龄＞５０岁的妇女测定血清 ＴＳＨ。

（３）特殊检查：眼底检查、心电图和神经病变相关检查。
若条件允许，应检测尿白蛋白和尿肌酐。

２畅制定最初需要达到的目标及应该采取的措施：综合
患者的年龄、心血管疾病史等情况，确定个体化的血糖控制
的最初目标。 帮助患者制定饮食和运动的方案，肥胖者确定
减轻体重的目标。 建议患者戒烟、限酒。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
情处方合理的降糖药物并指导药物的使用。 教育患者进行
自我血糖监测如血糖测定的时间和频度，并做好记录。 告诉
患者下次随诊的时间及注意事项。
二、随诊
查看患者血糖记录手册，分析化验结果如空腹和餐后血

糖、ＨｂＡ１ｃ。 讨论饮食及运动方案的实施情况，询问药物的
使用剂量、方法及副作用。 确定下一步要达到的目标和下一
步治疗方案。 对于血糖控制平稳并达标的患者建议每年测
定 ２次 ＨｂＡ１ｃ；对于治疗方案改变或血糖控制没能达标的患
者，建议每季度测定 １次 ＨｂＡ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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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糖尿病初诊评估的内容
病史

瞯年龄、起病特点（如有无糖尿病症状、酮症、ＤＫＡ）
瞯饮食、运动习惯、营养状况、体重变化；儿童和青少年要了解生长发育情况
瞯是否接受过糖尿病教育

瞯复习以往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效果（如 ＨｂＡ１ｃ记录）、目前治疗情况包括药物、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及所存在的障碍、饮食和运动的方案以
及改变生活方式的意愿

瞯血糖监测的结果和患者对数据的分析使用情况
瞯ＤＫＡ发生史：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和原因
瞯低血糖发生史：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和原因
瞯糖尿病相关并发症和合并症史
　微血管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感觉性包括足部损伤；自主神经性包括性功能异常和胃轻瘫等）
　大血管并发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外周动脉疾病
　合并症：高血压、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等
　其他：心理问题、口腔疾病
体格检查

瞯身高、体重、ＢＭＩ、腰围
瞯血压
瞯眼底检查
瞯甲状腺触诊
瞯皮肤检查（黑棘皮、胰岛素注射部位）
瞯详细的足部检查（望诊、足背动脉和胫后动脉搏动触诊、膝反射、震动觉、痛觉、温度觉和单尼龙丝触觉）
实验室检测

瞯ＨｂＡ１ｃ：如果没有 ２ ～３ 个月内的结果，需要测定
瞯在 １ 年之内没有如下结果，需要测定
　血脂谱，包括总胆固醇、ＬＤＬ-Ｃ、ＨＤＬ-Ｃ 和甘油三酯
　肝功能
　尿常规
　尿白蛋白和尿肌酐，并计算比值
　血清肌酐和计算的 ＧＦＲ（ ｅＧＦＲ）
　１ 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年龄 ＞５０ 岁的妇女需测定血清 ＴＳＨ

　　注：ＤＫＡ：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ＨｂＡ１ｃ：糖化血红蛋白；ＢＭＩ：体质指数；Ｌ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ＧＦＲ：肾
小球滤过率；ＴＳＨ：促甲状腺激素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每次随访都要测定血压，根据血压水
平调整治疗方案，同时要注意降压药的副作用（表 １７）。

表 17　临床监测方案
监测项目 初访 随访 每季度随访 年随访

体重／身高 √ √ √ √
腰围 √ √ √ √
血压 √ √ √ √
空腹／餐后血糖 √ √ √ √
糖化血红蛋白 √ √ √
尿常规 √ √ √ √

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 √ √

尿白蛋白／尿肌酐 ａ √ √
肌酐／血尿素氮 √ √
肝功能 √ √
促甲状腺激素 √ √
心电图 √ √
眼：视力及眼底 √ √
足：足背动脉搏动 √ √ √
神经病变的相关检查 √ √ √

　　注：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附录 3　中国糖尿病风险评分表
评分指标 分值 评分指标 分值

年龄 （岁） 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
　２０ ～２４ /０ �　 ＜２２ 怂怂畅０ ０ Z
　２５ ～３４ /４ �　２２ yy畅０ ～２３ k畅９ １ Z
　３５ ～３９ /８ �　２４ yy畅０ ～２９ k畅９ ３ Z
　４０ ～４４ /１１ �　≥３０ 怂怂畅０ ５ Z
　４５ ～４９ /１２ �腰围 （ｃｍ）
　５０ ～５４ /１３ �　男性 ＜７５ oo畅０，女性 ＜７０ .畅０ ０ Z
　５５ ～５９ /１５ �　男性 ７５ 11畅０ ～７９ #畅９，
　６０ ～６４ /１６ �　女性 ７０ 11畅０ ～７４ #畅９ ３

　６５ ～７４ /１８ �　男性 ８０ 11畅０ ～８４ #畅９，
收缩压 （ｍｍＨｇ） 　女性 ７５ 11畅０ ～７９ #畅９ ５

　 ＜１１０  ０ �　男性 ８５ 11畅０ ～８９ #畅９，　
　１１０ ～１１９ �１ �　女性 ８０ 11畅０ ～８４ #畅９ ７

　１２０ ～１２９ �３ �　男性 ９０ 11畅０ ～９４ #畅９，
　１３０ ～１３９ �６ �　女性 ８５ 11畅０ ～８９ #畅９ ８

　１４０ ～１４９ �７ �　男性≥９５ oo畅０，女性≥９０ .畅０ １０ Z
　１５０ ～１５９ �８ �糖尿病家族史（父母、同
　≥１６０  １０ �　胞、子女）
性别 　无 ０ Z
　女性 ０ �　有 ６ Z
　男性 ２

　　注：１ ｍｍＨｇ ＝０畅１３３ ｋＰａ；判断糖尿病的最佳切点为 ２５ 分；故总

分≥２５ 分者应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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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常用降糖药（不包括胰岛素）

化学名 英文名 每片（支）
剂量（ｍｇ） 剂量范围

（ｍｇ／ｄ） 作用
时间（ｈ） 半衰期（ｈ）

格列本脲 ｇｌｉｂｅｎｃｌａｍｉｄｅ ２ UU畅５ ２ SS畅５ ～１５ E畅０ １６ ～２４ 噰１０ ～１６ 换
格列吡嗪 ｇｌｉｐｉｚｉｄｅ ５ U２ SS畅５ ～３０ E畅０ ８ ～１２ _２ ～４ k
格列吡嗪控释片 ｇｌｉｐｉｚｉｄｅ-ＸＬ ５ U５ SS畅０ ～２０ E畅０ ６ ～１２ （最大血药浓度） ２ ～５ （末次血药后）

格列齐特 ｇｌｉｃｌａｚｉｄｅ ８０ }８０ ～３２０ E１０ ～２０ 噰６ ～１２ 摀
格列齐特缓释片 ｇｌｉｃｌａｚｉｄｅ-ＭＲ ３０ }３０ ～１２０ E１２ ～２０ 换
格列喹酮 ｇｌｉｑｕｉｄｏｎｅ ３０ }３０ ～１８０ E８ 浇１ 耨耨畅５

格列美脲 ｇｌｉｍｅｐｉｒｉｄｅ １，２ Ζ１ SS畅０ ～８  畅０ ２４ 邋５ 耨
消渴丸（含格列本脲） Ｘｉａｏｋｅ Ｐｉｌｌ ０ UU畅２５（ｍｇ格列本

脲／粒）
５ ～３０ 粒 （含 １ 亖亖畅２５ ～
７ S畅５０ ｍｇ 格列本脲）

二甲双胍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２５０、５００、８５０ 珑５００ ～２ ０００ 鞍５ ～６ 7１ 耨耨畅５ ～１ 换畅８

二甲双胍缓释片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ＸＲ ５００ ゥ５００ ～２ ０００ 鞍８ 浇６ 耨耨畅２

阿卡波糖 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m
伏格列波糖 ｖｏｇｌｉｂｏｓｅ ０ UU畅２ ０ SS畅２ ～０  畅９

米格列醇 ｍｉｇｌｉｔｏｌ ５０ }１００ ～３００ m
瑞格列奈 ｒｅｐａｇｌｉｎｉｄｅ ０ UU畅５、１、２ １ ～１６ 貂４ ～６ 7１ 耨
那格列奈 ｎａｔｅｇｌｉｎｉｄｅ １２０ ゥ１２０ ～３６０ m１ 浇浇畅３

米格列奈钙片 ｍｉｔｉｇｌｉｎｉｄ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 １０ }３０ ～６０  ０ 浇浇畅２３ ～０ 鞍畅２８（峰浓度
时间）

１ 耨耨畅２

罗格列酮 ｒｏｓｉ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４ U４ ～８ 屯３ ～４ k
罗格列酮 ＋二甲双胍 ｒｏｓｉ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２ ／５００ 鲻
吡格列酮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１５ }１５ ～４５  ２（达峰时间） ３ ～７ k
西格列汀 ｓｉｔ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１００ ゥ１００ ＃２４ 邋１２   畅４

西格列汀 ＋二甲双胍 ｓｉｔａｇｌｉｐｔｉｎ／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５０ ／５００
５０ ／１ ０００ a

沙格列汀 ｓａｘ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５ ５ S２４ 邋２ 耨耨畅５

维格列汀 ｖｉｌｄ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５０ }１００ ＃２４ 邋２ 耨
利格列汀 ｌｉｎ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５ U５ S１ 浇浇畅５（达峰时间） １２  
阿格列汀 ａｌｏｇｌｉｐｔｉｎ ２５ }２５ {１ ～２（达峰时间） ２１  
艾塞那肽 ｅｘｅｎａｔｉｄｅ ０ UU畅３／１ 鲻畅２ ｍｌ，

０ U畅６／２ 鲻畅４ ｍｌ ０ SS畅０１ ～０ E畅０２ １０ 邋２ 耨耨畅４

利拉鲁肽 ｌｉｒａｇｌｕｔｉｄｅ １８ ／３ ｍｌ ０ SS畅６ ～１  畅８ ２４ 邋１３

附录 5　常用胰岛素及其作用特点

胰岛素制剂 起效时间（ｍｉｎ） 峰值时间（ｈ） 作用持续时间（ｈ）
短效胰岛素（ＲＩ） １５ ～６０ 种２ ～４ 汉５ ～８ 铑
速效胰岛素类似物（门冬胰岛素） １０ ～１５ 种１ ～２ 汉４ ～６ 铑
速效胰岛素类似物（赖脯胰岛素） １０ ～１５ 种１ @@畅０ ～１  畅５ ４ ～５ 铑
速效胰岛素类似物（谷赖胰岛素） １０ ～１５ 种１ ～２ 汉４ ～６ 铑
中效胰岛素（ＮＰＨ） ２   畅５ ～３ 种畅０ ５ ～７ 汉１３ ～１６ >
长效胰岛素（ＰＺＩ） ３ ～４ 唵８ ～１０ 忖长达 ２０ T
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甘精胰岛素） ２ ～３ 唵无峰 长达 ３０ T
长效胰岛素类似物（地特胰岛素） ３ ～４ 唵３ ～１４ 忖长达 ２４ T
预混胰岛素（ＨＩ ３０Ｒ， ＨＩ ７０／３０） ０   畅５ ２ ～１２ 忖１４ ～２４ >
预混胰岛素（５０Ｒ） ０   畅５ ２ ～３ 汉１０ ～２４ >
预混胰岛素类似物（预混门冬胰岛素 ３０） ０   畅１７ ～０ �畅３３ １ ～４ 汉１４ ～２４ >
预混胰岛素类似物（预混赖脯胰岛素 ２５） ０   畅２５ ０ @@畅５０ ～１ 2畅１７ １６ ～２４ >
预混胰岛素类似物（预混赖脯胰岛素 ５０，预混门冬胰岛素 ５０） ０   畅２５ ０ @@畅５０ ～１ 2畅１７ １６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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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高血压常用降压药
化学名 英文名 单剂量（ｍｇ） 常用剂量（ｍｇ／ｄ） 主要不良反应

卡托普利 ｃａｔｏｐｒｉｌ １２ }}畅５ ２５ 垐～１００ R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依那普利 ｅｎａｌ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５ 垐～４０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西拉普利 ｃｉｌａｚａｐｒｉｌ ２ }}畅５ ２ 88畅５ ～５   畅０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福辛普利 ｆｏｓｉｎｏｐｒｉｌ １０ }１０ 垐～４０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培哚普利 ｐｅｒｉｎｄｏｐｒｉｌ ４ }４ 垐～８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雷米普利 ｒａｍｉｐｒｉｌ ２ }}畅５ １   畅２５ ～２０ **畅００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赖诺普利 ｌｉｓｉｎｏｐｒｉｌ １０ }５ 垐～４０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贝那普利 ｂｅｎａｚｅｐｒｉｌ １０ }１０ 垐～４０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咪哒普利 ｉｍｉｄａｐｒｉｌ ５ }２ 88畅５ ～１０ **畅０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
氯沙坦 ｌｏｓａｒｔａｎ ５０ }２５ 垐～１００ R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罕见）
缬沙坦 ｖａｌｓａｒｔａｎ ８０ }８０ 垐～１６０ R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罕见）
厄贝沙坦 ｉｒｂｅｓａｒｔａｎ １５０ }１５０ 垐～３００ R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罕见）
坎地沙坦 ｃａｎｄｅｓａｒｔａｎ ８ }８ 垐～３２ *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罕见）
替米沙坦 ｍｉｃａｒｄｉｓ ８０ }２０ 垐～８０ *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罕见）
奥美沙坦 ｏｌｍｅｓａｒｔａｎ ４０ }２０ 垐～４０ *血钾升高，血管性水肿（罕见）
硝苯地平缓释片 ｎｉｆｅｄｉｐｉｎｅ １０ }１０ 垐～２０ *水肿，头痛，潮红
硝苯地平控释片 ｎｉｆｅｄｉｐｉｎｅ ３０ }３０ 垐～６０ *水肿，头痛，潮红
苯磺酸氨氯地平 ａｍ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ｂｅｓｙｌａｔｅ ５ }２ 88畅５ ～１０ **畅０ 水肿，头痛，潮红
非洛地平 ｆｅ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５ }２ 88畅５ ～２０ **畅０ 水肿，头痛，潮红
拉西地平 ｌａｃｉｄｉｐｉｎｅ ４ }４ 垐～６  水肿，头痛，潮红
尼卡地平 ｐｅｒｄｉｐｉｎｅ ４０ }６０ 垐～９０ *水肿，头痛，潮红
尼群地平 ｎｉｔｒｅｎｄｉｐｉｎｅ １０ }２０ 垐～６０ *水肿，头痛，潮红
乐卡地平 ｌｅｒｃａｎｉｄｉｐｉｎｅ １０ }１０ 垐～２０ *水肿，头痛，潮红
维拉帕米缓释片 ｖｅｒａｐａｍｉｌ １２０ }１２０ 垐～２４０ R房室传导阻滞，心功能抑制，便秘
美托洛尔 ｍｅｔｏｐｒｏｌｏｌ ２５、５０ }５０ 垐～１００ R支气管痉挛，心功能抑制
比索洛尔 ｂｉｓｏｐｒｏｌｏｌ ５ }２ 88畅５ ～１０ **畅０ 支气管痉挛，心功能抑制
阿替洛尔 ａｔｅｎｏｌｏｌ ２５ }１２ 88畅５ ～５０ **畅０ 支气管痉挛，心功能抑制
普奈洛尔 ｐｒｏｐｒａｎｏｌｏｌ １０ }３０ 垐～９０ *支气管痉挛，心功能抑制
倍他洛尔 ｂｅｔａｘｏｌｏｌ ２０ }５ 垐～２０ *支气管痉挛，心功能抑制
拉贝洛尔 ｌａｂｅｔａｌｏｌ １００ }２００ 垐～４００ R体位性低血压，支气管痉挛
维地洛 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 １０ }１２ 88畅５ ～５０ **畅０ 体位性低血压，支气管痉挛
阿罗洛尔 ａｒｏｔｉｎｏｌｏｌ １０ }１０ 垐～２０ *体位性低血压，支气管痉挛
呋塞米 ｆｕｒｏｓｅｍｉｄｅ ２０ }２０ 垐～８０ *血钾降低
氢氯噻嗪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ｉａｚｉｄｅ ２５ }６   畅２５ ～２５ **畅００ 血钾减低，血钠减低，血尿酸升高
吲哒帕胺 ｉｎｄａｐａｍｉｄｅ ２ }}畅５ ０ 梃梃畅６２５ ～２   畅５００ 血钾减低，血钠减低，血尿酸升高
吲哒帕胺缓释片 ｉｎｄａｐａｍｉｄｅ １ }}畅５ １   畅５ 血钾减低，血钠减低，血尿酸升高
阿米洛利 ａｍｉｌｏｒｉｄｅ ２ }}畅５ ５ 垐～１０ *血钾增高
氨苯蝶啶 ｔｒｉａｍｔｅｒｅｎｅ ５０ }２５ 垐～１００ R血钾增高
螺内酯 ｓｐｉｒｏｎ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２０ }２５ 垐～５０ *血钾增高
特拉唑嗪 ｔｅｒａｚｏｓｉｎ ２ }１ 垐～２０ *体位性低血压
多沙唑嗪 ｄｏｘａｚｏｓｉｎ ２ }１ 垐～１６ *体位性低血压
哌唑嗪 ｐｒａｚｏｓｉｎ ２ }２ 垐～２０ *体位性低血压
乌拉地尔 ｕｒａｐｉｄｉｌ ２０ }４０ *体位性低血压
多廿烷醇 ｐｏｌｉｃｏｓａｎｏｌ １０ }５ 垐～２０ *偶见皮疹

附录 7　常用调脂药物
化学名 英文名　　　　 常用剂量（ｍｇ） 主要不良反应　　　　　
非诺贝特 ｆｅｎｏｆｉｂｒａｔｅ ２００ h消化不良，胆石症，肝脏血清酶升高和肌病
吉非贝齐 ｇｅｍｆｉｂｒｏｚｉｌ １ ２００ ǐ消化不良，胆石症，肝脏血清酶升高和肌病
洛伐他汀 ｌｏ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２０ @头痛、失眠、抑郁，腹泻、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肝脏转氨酶升高，肌病
辛伐他汀 ｓｉｍ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２０ ～４０ 忖头痛、失眠、抑郁，腹泻、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肝脏转氨酶升高，肌病
普伐他汀 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４０ @头痛、失眠、抑郁，腹泻、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肝脏转氨酶升高，肌病
氟伐他汀 ｆｌｕ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４０ ～８０ 忖头痛、失眠、抑郁，腹泻、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肝脏转氨酶升高，肌病
阿托伐他汀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１０ ～２０ 忖头痛、失眠、抑郁，腹泻、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肝脏转氨酶升高，肌病
瑞舒伐他汀 ｒｏｓｕ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１０ @头痛、失眠、抑郁，腹泻、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肝脏转氨酶升高，肌病
匹伐他汀 ｐｉｔ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２  头痛、失眠、抑郁，腹泻、腹痛、恶心、消化不良，肝脏转氨酶升高，肌病
烟酸缓释片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u胃肠道反应，颜面潮红，高血糖，高尿酸（或痛风）
考来烯胺 ｃｈｏｌｅｓｔｙｒａｍｉｎｅ ４ ０００ ～１６ ０００ 噜胃肠不适，便秘
考来替泊 ｃｏｌｅｓｔｉｐｏｌ ５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噜胃肠不适，便秘
依折麦布 ｅｚｅｔｉｍｉｂｅ １０ @头痛、恶心，偶见肝酶、肌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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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方法
１．晨 ７ ～９时开始，受试者空腹（８ ～１０ ｈ）后口服溶于 ３００ ｍｌ水内的无水葡萄糖粉 ７５ ｇ，如用 １分子水葡萄糖则为 ８２畅５ ｇ。

儿童则予每千克体重 １畅７５ ｇ，总量不超过 ７５ ｇ。 糖水在 ５ ｍｉｎ之内服完。
２．从服糖第 １口开始计时，于服糖前和服糖后 ２ ｈ分别在前臂采血测血糖。
３．试验过程中，受试者不喝茶及咖啡，不吸烟，不做剧烈运动，但也无须绝对卧床。
４．血标本应尽早送检。
５．试验前 ３ ｄ内，每日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少于 １５０ ｇ。
６．试验前停用可能影响 ＯＧＴＴ的药物如避孕药、利尿剂或苯妥英钠等 ３ ～７ ｄ。

附录 9　常用体质指标
体质指数（ＢＭＩ） ＝体重／身高２ （ｋｇ／ｍ２ ）
腰围：肋骨下缘与髂嵴连线中点的腹部周径
臀围：臀部最大周径
腰臀比（ＷＨＲ）：腰围／臀围

附录 10　常用实验室检查数据及换算

项　目 新制单位参考值 旧制单位参考值 换算系数
（新→旧）

换算系数
（旧→新）

空腹血糖（ＦＰＧ） ３ 88畅６１ ～６ **畅１１ ｍｍｏｌ／Ｌ ６５ ~～１１０ ｍｇ／ｄｌ １８ ,０ 00畅０５５５１
甘油三酯（ＴＧ） ０ 88畅５６ ～１ **畅７０ ｍｍｏｌ／Ｌ ５０ ~～１５０ ｍｇ／ｄｌ ８８ ,,畅５７ ０ 00畅０１１２９
总胆固醇（ＴＣ） ２ 88畅８４ ～５ **畅６８ ｍｍｏｌ／Ｌ １１０ ~～２２０ ｍｇ／ｄｌ ３８ ,,畅６７ ０ 00畅０２５８６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 １ 88畅１４ ～１ **畅７６ ｍｍｏｌ／Ｌ ４４ ~～６８ ｍｇ／ｄｌ ３８ ,,畅６７ ０ 00畅０２５８６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 ２ 88畅１０ ～３ **畅１０ ｍｍｏｌ／Ｌ ８０ ~～１２０ ｍｇ／ｄｌ ３８ ,,畅６７ ０ 00畅０２５８６
钾（Ｋ ＋） ３ `̀畅５ ～５ **畅５ ｍｍｏｌ／Ｌ ３ ..畅５ ～５ ��畅５ ｍＥｑ／Ｌ １ ,１ 0
钠（Ｎａ ＋） １３５ 鞍～１４５ ｍｍｏｌ／Ｌ １３５ ~～１４５ ｍＥｑ／Ｌ １ ,１ 0
氯（Ｃｌ －） ９６ 鞍～１０６ ｍｍｏｌ／Ｌ ９６ ~～１０６ ｍＥｑ／Ｌ １ ,１ 0
钙（Ｃａ２ ＋） ２ 88畅１２ ～２ **畅７５ ｍｍｏｌ／Ｌ ８ ..畅５ ～１１ ｍｇ／ｄｌ ４ ,,畅００８ ０ 00畅２４９５
磷（Ｐ） ０ 88畅９７ ～１ **畅６２ ｍｍｏｌ／Ｌ ３ ~～５ ｍｇ／ｄｌ ３ ,,畅０９７ ０ 00畅３２２９
尿素氮（ＢＵＮ） ３ `̀畅６ ～１４ RR畅２ ｍｍｏｌ／Ｌ ５ ~～２０ ｍｇ／ｄｌ １ ,,畅４０１ ０ 00畅７１４
肌酐（Ｃｒ） ４４ 鞍～１３３ μｍｏｌ／Ｌ ０ ..畅５ ～１ ��畅５ ｍｇ／ｄｌ ０ ,,畅０１１３１ ８８ 00畅４０２
尿酸（ＵＡ） １５０ 鞍～４２０ μｍｏｌ／Ｌ ２ ..畅５ ～７ ��畅０ ｍｇ／ｄｌ ０ ,,畅０１３１ ５９ 00畅４９
二氧化碳结合力（ＣＯ２ＣＰ） ２２ 鞍～２８ ｍｍｏｌ／Ｌ ５０ ~～６２ ｖｏｌ％ ２ ,,畅２２６ ０ 00畅４４９２
收缩压（ＳＢＰ） ９０ 鞍～１４０ ｍｍＨｇ １２ ..畅０ ～１８   畅７ ｋＰａ ０ ,,畅１３３ ７ 00畅５
舒张压（ＤＢＰ） ６０ 鞍～９０ ｍｍＨｇ ８ ..畅０ ～１２   畅０ ｋＰａ ０ ,,畅１３３ ７ 00畅５
总胆红素（Ｔ-Ｂｉｌ） ３ `̀畅４ ～２０ μｍｏｌ／Ｌ ０ ..畅２ ～１ ��畅２ ｍｇ／ｄｌ ０ ,,畅０５８４７ １７ 00畅１
直接胆红素（Ｄ-Ｂｉｌ） ０ 鞍～７ μｍｏｌ／Ｌ ０ ~～０ ��畅４ ｍｇ／ｄｌ ０ ,,畅０５８４７ １７ 00畅１
血清总蛋白（ＴＰ） ６０ 鞍～８０ ｇ／Ｌ ６ ..畅０ ～８ ��畅０ ｇ／ｄｌ ０ ,,畅１ １０ 0
血清白蛋白（ＡＬＢ） ４０ 鞍～５５ ｇ／Ｌ ４ ..畅０ ～５ ��畅５ ｇ／ｄｌ ０ ,,畅１ １０ 0
血清球蛋白（ＧＬＯ） ２０ 鞍～３０ ｇ／Ｌ ２ ..畅０ ～３ ��畅０ ｇ／ｄｌ ０ ,,畅１ １０ 0
谷丙转氨酶（ＡＬＴ， ＧＰＴ） ０ 鞍～４０ Ｕ／Ｌ ＜１２０ Ｕ（改良金氏法）
谷草转氨酶（ＡＳＴ， ＧＯＴ） ０ 鞍～４０ Ｕ／Ｌ ＜１２０ Ｕ（改良金氏法）
碱性磷酸酶（ＡＬＰ，ＡＫＰ） ４０ 鞍～１６０ Ｕ／Ｌ
胰岛素 ２７ `̀畅９ ～８３ RR畅６ ｐｍｏｌ／Ｌ ４ ~～１２ μＵ／ｍｌ ０ ,,畅１４４ ６ 00畅９６５
Ｃ 肽 ０ `̀畅３ ～１ **畅３ ｎｍｏｌ／Ｌ ０ ..畅９ ～３ ��畅９ ｎｇ／ｍｌ ３ ,,畅０００ ０ 00畅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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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Ｃｏｌｈｏｕｎ ＨＭ， Ｂｅｔｔｅｒｉｄｇｅ ＤＪ， Ｄｕ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Ｐ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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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５-２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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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Ｇｅｒｉｃｈ Ｊ， Ｒａｓｋｉｎ Ｐ， 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Ｌ，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ｅｔａ： ｔｗｏ-
ｙｅａｒ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ｅｇｌｉｎｉｄｅ ｏｒ ｇｌｙｂｕｒｉｄｅ ｐｌｕｓ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５，２８：２０９３-２０９９．

［１１９］ Ｃｈａｎ ＪＣ， Ｃｈａｎ ＫＷ， Ａｓｉａｎ 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ｅｔ ａｌ．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ｅｔ ［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１９９８，
２１：１０５８-１０６１．

［１２０］ Ｖａｎ ｄｅ Ｌａａｒ ＦＡ， Ｌｕｃａｓｓｅｎ ＰＬ， Ａｋｋｅｒｍａｎｓ ＲＰ， ｅｔ ａｌ．Ａｌｐｈａ-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０５，１８： ＣＤ００３６３９．

［１２１］ Ｂａｇｇｉｏ ＬＬ， Ｄｒｕｃｋｅｒ ＤＪ．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ｔｉｏｎｓ： ＧＬＰ-１ ａｎｄ ＧＩＰ
［ 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１３２：２１３１-２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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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Ｄｒｕｃｋｅｒ ＤＪ， Ｎａｕｃｋ ＭＡ．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ｔ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ｌｕｃａｇｏｎ-ｌｉｋ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ｅｐｔｉｄｙｌ 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６，３６８：１６９６-１７０５．

［１２３］ Ｈｅｒｍａｎｓｅｎ Ｋ， Ｋｉｐｎｅｓ Ｍ， Ｌｕｏ Ｅ，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ｅｐｔｉｄｙｌ 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ｓｉｔ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ｎ ｇｌｉｍｅｐｉｒｉｄｅ
ａｌｏｎｅ ｏｒ ｏｎ ｇｌｉｍｅｐｉ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 Ｊ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ｂｅｓ
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７，９：７３３-７４５．

［１２４］ Ａｍｏｒｉ ＲＥ， Ｌａｕ Ｊ， Ｐｉｔｔａｓ ＡＧ．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ｔ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ＪＡＭＡ，２００７，２９８：１９４-２０６．

［１２５］ Ｎａｕｃｋ ＭＡ， Ｖｉｌｓｂ宝ｌｌ Ｔ， Ｇａｌｌｗｉｔｚ Ｂ，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ｔｉｎ-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９，３２ Ｓｕｐｐｌ ２：Ｓ２２３-２３１．

［１２６］ ＤｅＦｒｏｎｚｏ ＲＡ， Ｒａｔｎｅｒ ＲＥ， Ｈａｎ Ｊ，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ｎａｔｉｄｅ
（ｅｘｅｎｄｉｎ-４） ｏｎ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 ３０ ｗｅｅｋｓ ｉｎ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ｔｒｅ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５，２８：１０９２-１１００．

［１２７］ Ｍｏｈａｎ Ｖ， Ｙａｎｇ Ｗ， Ｓｏｎ ＨＹ，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ｓｉｔ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９，
８３：１０６-１１６．

［１２８］ Ｄｈｉｌｌｏｎ Ｓ， Ｗｅｂｅｒ Ｊ．Ｓａｘ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 Ｊ］．Ｄｒｕｇｓ，２００９，６９：２１０３-
２１１４．

［１２９］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ＤＭ， Ｒｉｄｄｌｅ ＭＣ， Ｒｏｓｅｎｓｔｏｃｋ Ｊ，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ｎａｔｉｄｅ （ ｅｘｅｎｄｉｎ-４ ） ｏｎ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３０ ｗｅｅｋ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ａｎｄ ａ
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ｕｒｅａ［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５，２８：１０８３-１０９１．

［１３０］ Ｇａｏ Ｙ， Ｙｏｏｎ ＫＨ， Ｃｈｕａｎｇ ＬＭ，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ｅｘｅｎａｔｉｄ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ｏｒ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ａｎｄ ａ
ｓｕｌｐｈｏｎｙｌｕｒｅａ［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９，８３：６９-７６．

［１３１］ Ｙａｎｇ Ｗ， Ｃｈｅｎ Ｌ， Ｊｉ Ｑ， ｅｔ ａｌ．Ｌｉｒａｇｌｕｔｉｄ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ｓ ｇｌｉｍｅｐｉｒｉｄｅ （ ｂｏｔｈ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ａ １６-ｗｅｅｋ，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ｉａｌ［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ｂｅｓ 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１，１３：８１-８８．

［１３２］ Ｊｉ Ｌ， Ｌｉ Ｈ， Ｇｕｏ Ｘ， 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ＢＭＩ ｏｎ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ｈａｓｅ ＩＶ 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 ｔｒｉａｌ ［ 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ｅ５７２２２．

［１３３］ Ｈｏｎｇ Ｊ， Ｚｈａｎｇ Ｙ， Ｌａｉ Ｓ， 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ｌｉｐｉｚｉｄｅ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１４，３７：ｅ２１．

［１３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ｉｄｎｅ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ＫＤＯＱ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ＫＤ： ２０１２ ｕｐｄａｔｅ ［ Ｊ］．Ａｍ Ｊ 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
２０１２，６０：８５０-８８６．

［１３５］ Ｈｉｒｓｔ ＪＡ，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Ｊ， Ｄｙａｒ Ａ， 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ｕｒｅａ ｏｎ ＨｂＡ１ｃ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３，５６：９７３-９８４．

［１３６］ Ｊｉ Ｌ， Ｔｏｎｇ Ｘ， Ｗ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Ｘｉａｏｋｅ Ｐｉｌｌ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ｅ５６７０３．

［１３７ ］ Ｚｈｕ ＸＸ， Ｐａｎ ＣＹ， Ｌｉ ＧＷ， ｅｔ ａｌ．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ｓｉ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ｕｒｅ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ｏｒ Ｃ［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０３，５：３３-４２．

［１３８］ Ｐｈａｔａｋ ＨＭ， Ｙｉｎ Ｄ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ｉａｚｏｌｉｄｉｎｅｄｉｏｎｅ （ＴＺ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ＨｂＡ （１ｃ）：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Ｊ］．Ｃｕｒｒ Ｍｅｄ Ｒｅｓ Ｏｐｉｎ，
２００６，２２：２２６７-２２７８．

［１３９］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ＡＶ， Ｕｓｍａｎｉ Ａ， Ｒａｊａｍａｎｉｃｋａｍ 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ｉａｚｏｌｉｄｉｎｅｄｉ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ｒ ａｔ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 Ｊ］．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ｒｕｇｓ，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５-１２８．

［１４０］ Ｌａｎｄｇｒａｆ Ｒ．Ｍｅｇｌｉｔｉｎｉｄｅ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Ｄｒｕｇｓ Ａｇｉｎｇ，２０００，１７：４１１-４２５．

［１４１］ 蔡晓凌， 周灵丽， 罗樱樱，等．瑞格列奈在中国 ２ 型糖尿病患
者中疗效及安全性的荟萃分析［ 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３，
２１：９０７-９１２．

［１４２］ 蔡晓凌， 罗樱樱， 韩学尧，等．那格列奈在亚洲 ２ 型糖尿病患
者中疗效及安全性的荟萃分析［ 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３，
２１：９１３-９１７．

［１４３］ Ｗａｎｇ Ｗ， Ｂｕ Ｒ， Ｓｕ Ｑ， ｅｔ 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ｐａｇｌｉｎｉｄｅ
ａｌ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ｎａｉｖｅ ｔｏ ｏｒａｌ ａｎｔ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Ｊ］．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１，１２：２７９１-２７９９．

［１４４］ 陈璐璐， 郑涓．阿卡波糖、二甲双胍、格列吡嗪在新诊断青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应用的比较［ Ｊ］．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２００４，２０：４４９-４５０．

［１４５］ Ｐａｎ ＣＹ， Ｌａｎｄｅｎ Ｈ，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Ｃｌｉｎ Ｄｒｕｇ
Ｉｎｖｅｓｔ， ２００７，２７：３９７-４０５．

［１４６］ 潘长玉，姬秋和，杨文英， 等．２ 型糖尿病患者维格列汀与阿
卡波糖单药治疗的比较研究———２４ 周多中心、随机、双盲、双
模拟、阳性对照试验［ Ｊ］．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２００９，２５：
３８６-３９０．

［１４７］ Ｙａｎｇ Ｗ， Ｌｉｕ Ｊ， Ｓｈａｎ Ｚ， ｅｔ ａｌ． 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 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 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２０１４，２：４６-５５．

［１４８］ Ｃａｉ Ｘ， Ｈａｎ Ｘ， Ｌｕｏ Ｙ，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ｌｐｈａ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 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３，８： ｅ７９４２１．

［１４９］ Ｈｓｉｅｈ ＣＪ．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ｒｅ-ｌｕｎｃｈ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ｅａｔｉｎｇ ｒｉｃｅ ｐｏｒｒｉｄｇｅ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０：８９：ｅ６６-６８．

［１５０］ Ｍｅｎｅｉｌｌｙ ＧＳ， Ｒｙａｎ ＥＡ， Ｒａｄｉｚｉｕｋ Ｊ，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ｏ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０，２３：１１６２-１１６７．

［１５１］ Ｊｏｓｓｅ ＲＧ， Ｃｈｉａｓｓｏｎ ＪＬ， Ｒｙａｎ ＥＡ， ｅｔ ａｌ．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３，５９：３７-４２．

［１５２］ Ｐａｎ Ｃ， Ｘｉｎｇ Ｘ， Ｈａｎ Ｐ，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ｌｄ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ａｓ ａｄｄ-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ｏ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ｂｅｓ 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２，
１４：７３７-７４４．

［１５３］ Ｐａｎ Ｃ， Ｙａｎｇ Ｗ， Ｂａｒｏｎａ ＪＰ，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ｄａｇｌｉｐｔｉ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ｒｂｏｓｅ 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 ２４-
ｗｅｅｋ，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Ｄｉａｂｅｔ Ｍｅｄ，２００８，
２５：４３５-４４１．

［１５４］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基于胰高血糖素样肽 １ 降糖药物
的临床应用共识［ Ｊ］．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４，６：１４-２０．

［１５５］ ＭｃＥｗａｎ Ｐ， Ｐｏｏｌｅ ＣＤ， Ｔｅｔｌｏｗ Ｔ， 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ｇｌａｒｇｉｎ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Ｐ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Ｊ］．Ｃｕｒｒ Ｍｅｄ Ｒｅｓ Ｏｐｉｎ，
２００７，２３ Ｓｕｐｐｌ１：Ｓ２１-３１．

［１５６］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ＪＨ， Ｊｉ ＬＮ， Ｌａｎｄｒｙ Ｊ， ｅｔ 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７５％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ｌｉｓｐｒｏ ｐｒｏｔａｍｉｎ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２５％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ｌｉｓｐｒｏ （ＬＭ７５／２５） ｉｓ 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ｇｌａｒｇｉｎｅ ｐｌｕｓ ｌｉｓｐｒｏ （Ｇ ＋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Ｔ２Ｄ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ｔｕｄｙ［ 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１０，５９：６２８-６３６．

［１５７］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Ｂ， Ｎｅｉｓｅｓ Ｇ．‘Ｈｕｍａ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ｎｉ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０５，２５： ＣＤ００３８１６．

·２９４· 中华糖尿病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第 ６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Ｖｏｌ畅６，Ｎｏ畅７



［１５８］ Ｐａｎ ＣＹ， Ｓｉｎｎａｓｓａｍｙ Ｐ， Ｃｈｕｎｇ ＫＤ， ｅｔ ａｌ．Ｉｎｓｕｌｉｎ ｇｌａｒｇｉｎ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Ｐ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７，７６：１１１-１１８．

［１５９］ Ｓｉｅｂｅｎｈｏｆｅｒ Ａ， Ｐｌａｎｋ Ｊ， Ｂｅｒｇｈｏｌｄ Ａ， ｅｔ ａｌ．Ｓｈｏｒｔ 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Ｊ ］．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０６， １９：
ＣＤ００３２８７．

［１６０ ］ Ｇｏｕｄｓｗａａｒｄ ＡＮ， Ｆｕｒｌｏｎｇ ＮＪ， ＶａｌｋＧＤ， ｅｔ ａｌ．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ｗｉｔｈ ｏｒａｌ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ａｅｍｉｃ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０４，１８： ＣＤ００３４１８．

［１６１］ Ｒａｓｋｉｎ Ｐ， Ｍａｔｆｉｎ Ｇ，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ＳＬ， ｅｔ ａｌ．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ｐｈａｓｉｃ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ｓｐａｒｔ ３０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ａｎｄ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ｐｌｕｓ 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 ［ Ｊ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ｂｅｓ 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９，１１：２７-３２．

［１６２］ Ｍｉｓｓｏ ＭＬ， Ｅｇｂｅｒｔｓ ＫＪ， Ｐａｇｅ Ｍ， 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ＣＳＩＩ）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ｙｐｅ
１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１０，２０：
ＣＤ００５１０３．

［１６３］ Ｐｉｃｋｕｐ ＪＣ， Ｒｅｎａｒｄ Ｅ．Ｌｏｎｇ-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ａｌｏｇ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ｐｕｍｐ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１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８ Ｓｕｐｐｌ２： Ｓ１４０-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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