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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 ２ 型糖尿病视网膜动脉硬化情况及其与心脑血
管系统疾病的关系ꎮ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７－０１ 我院收治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
８５ 例为研究对象ꎬ对患者进行眼底检查ꎬ确定其眼底动脉
硬化分级情况ꎬ并对患者血糖水平进行检测ꎬ测定其糖化
血红蛋白、空腹血糖和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ꎮ 患者均随访至
少 １ ５ａꎬ统计随访期间患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率ꎮ
比较不同眼底动脉硬化分级患者的血糖水平和心脑血管
系统疾病发生率ꎬ并分析眼底动脉硬化分级与血糖水平和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关系ꎮ
结果:患者 ８５ 例中ꎬ眼底动脉硬化分级为Ⅰ级、Ⅱ级和Ⅲ
级患者比例分别为 １５％ (１３ / ８５)、５２％ (４４ / ８５) 和 ３３％
(２８ / ８５)ꎬ随访期间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率为 ２７％
(２３ / ８５)ꎮ 随着眼底动脉硬化分级的升高ꎬ其糖化血红蛋
白、空腹血糖、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
率亦升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ꎬ２ 型糖尿病患者眼底动脉硬化分级与其糖
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和心脑血管系统
疾病发生率均呈正相关( ｒｓ ＝ ０ ８７５、０ ７９２、０ ８３５、０ ８７８ꎬ
Ｐ<０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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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２ 型糖尿病眼底动脉硬化严重ꎬ且与其血糖水平和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密切相关ꎮ
关键词:２ 型糖尿病ꎻ眼底病ꎻ心脑血管系统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１９.１.３０

引用:叶亲颖ꎬ黄晓燕ꎬ李春燕ꎬ等. ２ 型糖尿病视网膜动脉硬化与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关系.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１９(１):１３２－１３４

０引言
２ 型糖尿病为糖尿病常见类型ꎬ其长期高血糖水平可

导致视网膜血管病变ꎬ引发眼底病变ꎬ且其心脑血管系统
疾病风险亦较大[１－３]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眼底血管病变和心
脑血管系统疾病可能相关[４－５]ꎮ 本研究检测 ２ 型糖尿病患
者的眼底血管病变情况ꎬ并分析其眼底血管病变与糖尿病
病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ꎬ旨在为 ２ 型糖尿病患者心脑
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ꎬ现将结果报告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前瞻性连续选取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７－０１ 我院收治
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 ８５ 例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所有患
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制定的中国 ２ 型糖尿
病防治指南(２０１３ 年版) [６] 中 ２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ꎬ无心
脑血管疾病史ꎬ确诊 ２ 型糖尿病前无眼部疾病史ꎬ性别、年
龄不限ꎮ 排除标准:排除合并免疫功能异常、凝血功能异
常等可能影响眼底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患者、精神异常无
法配合完成相关检查患者等ꎮ 所有患者均符合纳入标准ꎬ
且无患者排除ꎬ２ 型糖尿病患者 ８５ 例中ꎬ男 ４６ 例ꎬ女 ３９
例ꎬ年龄 ３９~７５(平均 ６１ １５±１３ ３６)岁ꎬ糖尿病病程 ３ｍｏ~
１１ａꎬ平均病程 ４ １１±２ ８５ａꎮ 本研究符合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且所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 干预方法　 入组患者根据具体病情进行口服降糖
药物、胰岛素皮下注射或配戴胰岛素泵进行血糖水平控制
治疗ꎬ随访期间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联合相关科室医师
进行对应干预ꎮ
１ ２ ２ 观察指标和检测方法　 在暗室中手持直接检眼镜
在非散瞳情况下进行双眼眼底检查ꎬ根据评价标准确定其
眼底动脉硬化分级情况ꎬ双眼结果不一致者取较严重分级
结果ꎮ 入组次日采用全血糖检测仪及其配套试纸对患者
血糖水平进行检测ꎬ记录其空腹血糖和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ꎮ
入组次日采用 ＨＰＬＣ 法检测患者糖化血红蛋白ꎮ 患者均
随访至少 １ ５ａꎬ统计随访期间患者冠心病、高血压、脑卒
中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率ꎮ

评价标准:眼底动脉硬化分级[７]:Ⅰ级:小动脉变细且
粗细不均ꎬ反光带出现增宽ꎬ小动静脉交叉处无明显压迫
症状但通过动脉管壁无法看到后面的静脉血柱ꎻⅡ级:动
脉反光带出现增宽且为铜丝样ꎬ２、３ 级动静脉分支交叉处
出现 ２ 处以上的压迫症状ꎬ动脉下方的静脉无法直接看
到ꎬ且两端静脉出现笔尖样的变形或者出现 Ｓ 或 Ｚ 字形移
动ꎻⅢ级:动脉外观如银丝ꎬ出现典型普遍动静脉交叉压迫
症状ꎬ可伴有视网膜水肿、棉绒斑或片状出血等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
处理ꎬ其中计数资料以率表示ꎬ并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
比较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ꎬ多组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并采用 ＳＮＫ－ｑ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ꎮ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法分析眼底动脉硬化分级与血糖水平

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关系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 ２型糖尿病患者眼底病变情况分析　 ８５ 例患者中ꎬ眼
底动脉硬化分级为Ⅰ级、Ⅱ级和Ⅲ级患者比例分别为
１５％(１３ / ８５)、５２％(４４ / ８５)和 ３３％(２８ / ８５)ꎮ
２ ２ ２型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情况分析 　
随访期间冠心病、高血压、脑卒中患者分别为 ６ 例、９ 例和
８ 例ꎬ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率为 ２７％ꎮ
２ ３不同眼底动脉硬化分级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
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率比较　 随着眼底动脉硬化分
级的升高ꎬ其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 ２ｈ 血糖水
平以及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率亦升高ꎬ不同眼底动脉
硬化分级患者各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
表 １)ꎮ
２ ４ ２型糖尿病患者眼底病变情况与血糖水平和心脑血
管系统疾病的关系分析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２
型糖尿病患者眼底动脉硬化分级与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
糖、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以及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率均呈
正相关( ｒｓ ＝ ０ ８７５、０ ７９２、０ ８３５、０ ８７８ꎬＰ<０ ０５)ꎮ
３讨论

近年来ꎬ随着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ꎬ肥胖等糖
尿病相关因素的出现不断增加ꎬ糖尿病的发生亦随之不断
增加ꎮ 糖尿病是指持续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ꎬ糖化
血红蛋白、血糖水平为其常用评价指标[８－９]ꎮ 本研究中 ２
型糖尿病患者病程为 ３ｍｏ ~ １１ａꎬ而患者的血糖水平均明
显较高ꎬ其中多数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在 ９ １３ｍｍｏｌ / Ｌ 以
上ꎬ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也多数在 １２ ８７ｍｍｏｌ / Ｌ 以上ꎬ而糖化
血红蛋白水平多数在 ６ ５８％以上ꎬ无论是空腹血糖水平、
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还是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均较高ꎬ患者为
持续高血糖和高糖化血红蛋白水平ꎮ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持续高血糖水平可对微血管、血管
等造成极大损伤ꎬ因此微血管功能障碍乃至血管功能异常
疾病在 ２ 型糖尿病患者极为常见ꎬ可出现多种病变ꎬ可累
及心、脑、肾等全身多个重要脏器ꎬ从而危及患者健康乃至
生命安全[１０－１１]ꎮ 与微循环功能密切相关的眼底疾病在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很是常见[１２]ꎮ 本研究亦关注了 ２ 型糖尿
病患者的眼底血管情况ꎬ研究结果显示ꎬ２ 型糖尿病患者
的眼底动脉硬化分级为Ⅰ级、Ⅱ级和Ⅲ级患者比例分别为
１５％、５２％和 ３３％ꎬ其Ⅱ级和Ⅲ级眼底动脉硬化分级患者
均较高ꎬ眼底病变严重ꎬ可能影响患者视力、生活和工作ꎬ
降低患者生存质量ꎮ 而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在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病率亦明显较高[１３－１４]ꎮ 本研究中
２ 型糖尿病患者随访 １ ５ａ 期间ꎬ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亦较多ꎬ总体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超过 ２０％ꎬ
这与李肖珏等[１５]研究中 ２ 型糖尿病患者常合并心脑血管
疾病的结果一致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严重影响患
者的健康状况ꎬ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残疾等不良预后的
发生ꎮ 临床视网膜动脉硬化情况常伴有高血压ꎬ然而本研
究中 ８５ 例糖尿病患者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仅约 １０％ꎬ这可
能与样本选取偏倚有关ꎬ２ 型糖尿病眼底动脉硬化状况尚
有待增加样本量进一步研究分析进行验证ꎮ

因此ꎬ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是其干预
的重要环节之一ꎮ 本研究中ꎬ眼底动脉硬化分级越高的患
者ꎬ其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亦越高ꎬ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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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眼底动脉硬化分级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率比较

分级 例数
血糖水平(ｘ±ｓ)

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 / Ｌ) 餐后 ２ｈ 血糖(ｍｍｏｌ / Ｌ)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例ꎬ％)

冠心病 高血压 脑卒中 合计

Ⅰ级 １３ ５ ２６±１ ０８ ７ ９６±１ ４４ １１ ３５±１ ７５ ０ １(８) ０ １(８)
Ⅱ级 ４４ ６ ５８±１ ４２ａ ９ １３±１ ５６ａ １２ ８７±１ ３３ａ １(２) ６(１４) ２(５) ９(２０) ａ

Ⅲ级 ２８ ７ ９２±１ ５６ａꎬｃ １０ ４２±１ ２１ａꎬｃ １４ ６２±１ ４２ａꎬｃ ５(１８) ２(７) ６(２１) １３(４６) ａꎬｃ

　 　 　 　
Ｆ / χ２ １６ ７６６ １４ ３６８ ２５ ９１７ ７ ５００ ０ ８９８ ７ ３１５ ８ ７６５
Ｐ / 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６３８ ０.０２６ ０ ０１２

注:ａＰ<０ ０５ ｖｓⅠ级患者ꎻｃＰ<０ ０５ ｖｓⅡ级ꎮ

其眼底动脉硬化高分级可能增加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
管疾病风险ꎮ 进一步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２ 型
糖尿病患者眼底动脉硬化分级与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具有密切关系ꎬ这与邹卓群等[１６] 的研究结果中眼底动脉
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动脉硬化这一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因
素的结论相一致ꎮ 通过眼底检查确定眼底动脉硬化分级
可能有助于早期了解其心脑血管疾病风险ꎬ对于其中的Ⅱ
级和Ⅲ级患者ꎬ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近 ５０％的Ⅲ
级患者ꎬ需警惕其心脑血管疾病风险ꎬ及时进行筛查ꎬ并针
对相关疾病危险因素干预ꎬ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ꎬ以
期改善疗效和患者预后ꎮ

本研究中眼底动脉硬化分级越高患者ꎬ其糖化血红蛋
白、空腹血糖、餐后 ２ｈ 血糖水平亦越高ꎬ提示其眼底动脉
硬化高分级可能受到血糖水平ꎬ即糖尿病病情的影响ꎮ 进
一步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２ 型糖尿病患者眼底
动脉硬化分级与其血糖水平具有密切关系ꎬ证实了上述假
设ꎮ 而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ꎬ将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
控制ꎬ可能有助于其眼底血管病变的防治ꎬ其眼底血管病
变的减少则可能预示其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降低ꎬ从而可
能间接达到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目的ꎮ

综上所述ꎬ２ 型糖尿病的眼底动脉硬化普遍较为严
重ꎬ且与其血糖水平乃至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相关ꎬ其眼底
检查可能有助于指导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防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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