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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瘦素与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林 戎，沈 忱，兰天舒，黄昭穗

［摘要］ 目的 通过测定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中瘦素、可溶性瘦素受体( soulbe leptin receptor，sLＲ) 、脂联素、抵抗素的

含量，探讨脂肪细胞因子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的相关性，初步探索瘦素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12 月在

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连续产检并分娩的 673 例孕妇为研究对象，跟踪随访至孕晚期。根据孕 24～ 28 周糖耐量试验结果，采

用随机抽样选取 50 例血糖控制良好的妊娠糖尿病患者纳入妊娠糖尿病组，根据一般资料进行匹配选取 50 例糖耐量试验结果

阴性者纳入正常妊娠组。另根据一般资料进行匹配选取 50 例同期门诊未孕女性糖尿病患者为未孕糖尿病组。测定 3 组研究

对象不同孕期血清瘦素、sLＲ、脂联素、抵抗素含量及生化指标，精确测量新生儿生长发育指标，分析瘦素与新生儿生长发育指

标及 sLＲ、脂联素、抵抗素的相关性。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结果分析。 结果 妊娠糖尿病组新生儿出生体重明显高于正

常妊娠组( P＜0. 05) 。与正常妊娠组比较，妊娠糖尿病组及未孕糖尿病组患者血清瘦素及抵抗素水平、空腹血糖( FPG) 、空腹

胰岛素( Fins) 、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Ｒ) 明显升高( P＜0. 01) ，sLＲ、脂联素水平明显降低 ( P＜0. 01) 。与未孕糖尿病组比

较，妊娠糖尿病组患者血清瘦素及抵抗素水平、FP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明显升高( P＜0. 05) ，sLＲ 及脂联素水平明显降低

( P＜0. 05) 。妊娠期糖尿病组患者血清瘦素含量与 sLＲ、脂联素均呈负相关( r= －0. 16，－1．13，P＜0. 01) ，与抵抗素呈正相关( r=

0. 269，P= 0. 019) ，与新生儿出生体重无显著相关性( P = 0. 216) 。 结论 瘦素影响胎儿宫内生长发育，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血清瘦素水平与 sLＲ、抵抗素和脂联素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与胎儿体重无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 瘦素; 可溶性瘦素受体( sLＲ) ; 脂联素; 抵抗素; 妊娠期糖尿病

［中图分类号］ Ｒ58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1X( 2018) 03-0236-04

［DOI］ 10. 3969 / j．issn．1672－271X．2018．03．004

基金项目: 厦门市科技计划项目( 3502z20144040)

作者单位: 361003 厦门，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内分泌科( 林 戎、

沈 忱、黄昭穗) ; 361023 厦门，厦门医学院基础医学部

( 兰天舒)

通信作者: 黄昭穗，E-mail: huangzhaos@ 126．com

The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leptin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LIN Ｒong1，SHEN Chen1，LAN Tian-shu2，HUANG Zhao-sui1

( 1．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Chengg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3，Fujian，

China; 2．Department of Basic Medicine，Xiamen Medical College，Xiamen 361023，Fujian，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serum leptin，soulbe leptin receptor ( sLＲ) ，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concentration in

pregnant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 GDM) ． Methods Venous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in pregnant women with

GDM ( GDM，n= 50) and normal pregnant women ( NGT，n= 50) between 24 and 28 gestational weeks for the measurements of serum

leptin，sLＲ，adiponectin，resistin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age－matched diabetes non-pregnant women ( DM，n= 50) were en-

rolled in this case-control study． Neonatal anthropometry were immediately measured after their delivery． The levels of leptin，sLＲ，adi-

ponectin and resistin，and the indicator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19．0 soft-

ware． Ｒesults Neonatal weight in GDM group was higher than in the normal pregnant women group ( P＜0．05) ． Leptin，resinstin

content，FPG，Fins and HOMA-IＲ in GDM group and DM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pregnant women group． sLＲ and

adiponectin content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pregnant
women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
01) ． Leptin，resinstin content，FPG and HbA1c in GDM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M group． sLＲ and adi-
ponectin content was lower than in the DM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 Leptin
conten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LＲ， adipone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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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0. 16，－1. 13，P＜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istin ( r =-0．269，P= 0．019) ，an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infant birth weight ( P= 0．216) ． Conclusion Leptin affects fet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re was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leptin，sLＲ，adiponectin and resistin．

［Key words］ leptin; soulbe leptin receptor ( sLＲ) ; adiponectin; resisti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0 引 言

妊娠 期 糖 尿 病 (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是指妊娠期间发生或首次发现的不同严重程

度的糖耐量改变，不包括妊娠前已存在的糖尿病。

近年来 GDM 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病因和

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1］。目前多考虑与糖

代谢紊乱及胰岛素抵抗相关。瘦素、脂联素和抵抗

素是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脂肪细胞因子，参与机体

的物质代谢和能量消耗调节。作为瘦素结合蛋白

的可溶性瘦素受体 ( soluble leptin receptor，sLＲ) 能

够延长瘦素循环半衰期［2］，减低其清除率［3］，同时

还可调节瘦素生物活性［4］，且进一步调节瘦素的敏

感性［5］，进而发挥其影响瘦素调节糖脂代谢和维持

能量消耗的生物功能［6］。研究显示瘦素及 sLＲ 可

防止高胰岛素血症和脂肪细胞过度增生［7］，目前已

成为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与能量代谢

紊乱相关性疾病中的研究热点。目前关于 GDM 患

者体内瘦素及 sLＲ 的表达水平及与 GDM 之间相关

性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了解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孕期血多种脂肪细胞因子表达的变化，研究其与

GDM 发病的关系，并初步探讨了瘦素与糖尿病胎儿

宫内生长发育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 2014 年 1－12 月在厦门大学

附属成功医院产科门诊确定早孕、常规产检并分娩

的初产妇共 673 例，年龄( 28．0±7．2) 岁。纳入标准:

单胎; 一级亲属无糖尿病病史; 无多囊卵巢综合征、

糖尿病、慢性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史; 无异常妊娠史;

无其他妊娠并发症及妊娠合并症。排除标准: 妊娠

过程 中 发 展 成 GDM 以 外 的 妊 娠 并 发 症; 转 院 或

流产。
1．2 方法

1．2．1 分组 根据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标准，参照

国内普遍采用的孕 24 ～ 28 周行 75 g 葡萄糖筛查试

验，测定空腹、1 h、2 h 静脉血糖值。诊断临界值: 空

腹、1 h、2 h 静脉血糖值分别为 5．1、10、8．5 mmol /L，

其中 1 项大于或等于临界值诊断为 GDM。根据试

验结果，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 50 例血糖控

制良好的 GDM 患者纳入妊娠糖尿病组，根据一般

资料( 年龄、妊娠天数、孕前体重指数等) 进行匹配

选取 50 例糖耐量试验结果阴性者纳入正常妊娠组。
另根据一般资料进行匹配选取 50 例同期门诊未孕

女性糖尿病患者为未孕糖尿病组。本研究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 批准号: 20131101) ，所有患者均

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样本采集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孕期( 24 ～ 28
周) 进行相关项目检测。所有检查均过夜禁食 8 ～
10 h，次日晨采集肘前静脉血 3 mL，立即注入洁净试

管，待 自 然 凝 固 后，常 温 离 心 10 min，转 速

3 000 r /min，置－80℃冰箱保存待测。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测定法测定瘦素、sLＲ、脂联素、抵抗素水平，按

说明书操作。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空腹血糖

( FPG ) 、空 腹 胰 岛 素 ( Fins )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 HbA1c) 。计 算 稳 态 模 型 评 估-胰 岛 素 抵 抗 指 数

( HOMA-IＲ) ，公式如下:

HOMA-IＲ=空腹血糖×Fins /22．5
1．2．3 新生儿临床资料测量 所有新生儿出生后

擦干胎脂、羊水，剪断脐带擦净血渍后用电子称测

量体重( 精确到 0. 1 kg) ，然后用皮尺测身长、头围

( 精确到 0. 1 cm) ，判断新生儿的营养状况。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先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用

均数±标准差( 珋x±s) 进行统计学描述，组间均数比较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瘦素与其他各项指标的相

关性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 值均为双侧检

验，以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妊娠糖尿病组与正常妊娠组新生儿临床资料

比较 妊娠糖尿病组新生儿出生体重明显高于正

常妊娠组( P＜0. 05) ，其余各项 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0. 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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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妊娠糖尿病组与正常妊娠组新生儿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
( 男 /女)

胎龄
( 周)

头围
( cm)

体重
( kg)

身长
( cm)

妊娠糖尿病组 50 26/24 38．86±1．37 34．65±1．04 3．89±0. 39* 51．03±0. 96

正常妊娠组 50 27/23 39．12±0. 75 34．23±1．13 3．39±0. 42 50. 70±1．24

与正常妊娠组相比，* P＜0. 05

2．2 血清瘦素、sLＲ、脂联素、抵抗素含量及生化指

标比较 与正常妊娠组比较，妊娠糖尿病组及未孕

糖尿 病 组 患 者 血 瘦 素 及 抵 抗 素 水 平、FPG、Fins、
HOMA-IＲ明显升高 ( P＜0. 01) ，sLＲ、脂联素水平明

显降低( P＜0. 01) 。与未孕糖尿病组比较，妊娠糖尿

病组患者血清瘦素及抵抗素水平、FPG、HbA1c 明显

升高( P＜0. 05) ，sLＲ 及脂联素水平明显降低 ( P＜
0. 05) 。见表 2。

表 2 各组患者血清脂肪细胞因子及生化指标情况(珔x±s)

指标
妊娠糖尿病组

( n= 50)
未孕糖尿病组

( n= 50)
正常妊娠组

( n= 50)

瘦素( ng /mL) 23．58±2．20* # 18．42±1．87* 14．80±2．00
sLＲ( ng /mL) 4．64±2．00* # 6．13±3．41* 8．67±14．00
脂联素( mg /L) 6．53±1．38* # 10. 21±2．33* 12．89±1．80
抵抗素( ng /mL) 14．42±2．00* # 11．37±1．69* 10. 25±1．53
FPG( mmol /L) 6．15±0. 63* # 7．42±1．87* 4．22±1．34
Fins( mIU /L) 10. 32±5．71* 12．13±3．41* 7．51±4．85
HOMA-IＲ 2．47±1．35* 3．27±2．56* 1．65±1．42
HbA1C 5．84±1．58# 6．36±2．41* 5．17±1．73

与正常妊娠组相比，* P＜0. 01; 与未孕糖尿病组相比，
#P＜0. 05

2．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瘦素与 sLＲ、脂联素、

抵抗素及新生儿体重的相关性分析 妊娠糖尿病

组血 瘦 素 含 量 与 sLＲ、脂 联 素 均 呈 负 相 关 ( r =
－0. 160，－1．130，均 P = 0. 000) ，与抵抗素呈正相关

( r= 0. 269，P = 0. 019) ，与新生儿出生体重无显著

相关性( r= －0．485，P= 0. 216) 。

3 讨 论

正常生理状态下，胰岛素与瘦素间存在双向调

节作用，即胰岛素可通过促进脂肪积累，刺激其产

生瘦素，而瘦素又通过激活胰岛 β细胞上 ATP 依赖

性钾离子通道( K-Atp) 使胰岛 β 细胞超级化，抑制

胰岛素分泌，即“脂肪－胰岛素内分泌轴”概念［8-9］。

正常妊娠女性存在生理性的胰岛素抵抗，随着孕周

的增加，胰岛素抵抗加重。本研究结果表明，妊娠

糖尿病组患者的 FPG、Fins 及 HOMA-IＲ 显著高于

正常妊娠组妇女 ( P＜0. 01) ，存在明显的糖代谢紊

乱，胰岛 β 细胞功能受损，从而导致了更为严重胰

岛素抵抗。另外，除胰岛素抵抗外，体外研究还发

现，瘦素通过堆积活性氧促进氧化应激反应，诱导

胰岛 β细胞损伤，与 GDM 发病相关［10-12］。另外，妊

娠糖尿病组患者血清瘦素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孕妇，

sLＲ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

两者存在负相关( P＜0. 01) 。同时，与单纯未孕糖尿

病组相比，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上述因子异常更明

显，可见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体内存在明显的瘦素系

统异常。考虑在妊娠期糖尿病的病理状态下，“脂

肪－胰岛素内分泌轴”失调，高胰岛素血症进一步刺

激瘦素分泌增加，导致高瘦素血症。而高瘦素血症

由于到达下丘脑中枢与外周组织的瘦素无法最大

限度地发挥生物学活性，呈现出这种内源性瘦素抵

抗倾向，可能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因素，并与

胰岛素 抵 抗 共 同 成 为 许 多 代 谢 性 疾 病 的 发 病 基

础［13］。而 sLＲ 缺乏，瘦素结合率减低，运输、转运至

靶器官的瘦素减少，导致病理水平瘦素并未发挥其

增加能量消耗和控制体质量的作用［14］，形成相对性

瘦素抵抗; 同时，sLＲ 与瘦素间存在反馈调节机制，

血清 sLＲ 减少可反馈性地使瘦素合成增加，进一步

加重 GDM 患者的高瘦素血症［15］，胰岛素与瘦素、瘦
素受体间调节失衡，共同参与 GDM 的进程。

目前，母体血清瘦素水平与胎儿生长发育关系

尚不完全明确。本研究结果显示妊娠糖尿病组患

者血清瘦素水平与新生儿体重无明显相关性，考虑

其可能由于胎盘的屏障作用，胎盘-胎儿是独立于母

体的能量代谢单位，胎儿的生长发育不受母体瘦素

的直接调控，故母体血清瘦素水平不能反映胎儿生

长发育状况［16］。

本研究中 GDM 患者的脂肪细胞因子水平与正

常妊娠组有显著差异，提示 GDM 患者存在脂肪因

子分泌失衡，即瘦素及抵抗素等损伤性因子分泌增

加，而脂联素等保护性因子分泌减少。脂联素是脂

肪特异性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刺激脂肪酸氧化，能

通过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来加速糖代谢，是调节胰岛

素和糖代谢的关键因子［17］。最新研究证实，孕期低

水平的 脂 联 素 是 胰 岛 素 敏 感 性 降 低 的 标 志［18］。

本研究结果表明，GDM 孕妇的血清脂联素浓度明显

低于正常孕妇，推测脂联素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糖

尿病母儿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保护因子。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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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作用于脂肪、肝、骨骼肌等胰岛素靶器官，通过

影响胰岛素信号转导途径及代谢相关酶的转录，进

而影响 糖、脂 代 谢，参 与 调 节 能 量 消 耗 及 脂 肪 分

布［19］。在妊娠期，抵抗素主要是由胎盘组织分泌并

表达，参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是导致 GDM 发生重

要的细胞因子［20］。本研究发现，妊娠糖尿病组抵抗

素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支持了抵抗素是胰岛素抵

抗的因素的观点［21］。目前考虑这些脂源性细胞因

子主要是通过削弱胰岛素及其受体作用或上调胰

岛素敏感性的负调节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游离脂

肪酸等引起胰岛素抵抗。
另外，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的结果还提示血清脂

联素水平与瘦素负相关、抵抗素瘦素水平与瘦素正

相关，提示 GDM 患者脂肪细胞因子之间通过糖脂

代谢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共同推进 GDM 的发生和

发展。但脂肪细胞因子之间是直接还是间接关系

及其具体机制目前尚未明确，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研究发现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脂

肪细胞因子及受体表达发现改变，且之间可能存在

一定关联，共同参与 GDM 的进程。sLＲ 调节瘦素生

物活性，低浓度的 sLＲ 则可能导致 GDM 的发生。
目前，本研究结果提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瘦素水平

与胎儿体重无明显相关性，而胎儿体重是否与胎盘

及脐血瘦素水平相关，将在下一步研究中涉及。且

因受到样本对象来源与数量的限制，缺乏对干预过

程中脂肪细胞因子、血糖代谢指标的动态观察，有

待于今后扩大样本及指标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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