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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蛋白检测用于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准确性 

刘峥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湖北十堰  442000） 

【摘  要】目的：分析尿微量蛋白检测用于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准确性。方法：选取2022年1月-2022年12月33例糖尿病肾病患

者为观察组，并选取同时间段33例单纯糖尿病患者为对照组。两组采集样本检测胱抑素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比

较两组间的差异；并根据检测结果，分析不同指标在筛查糖尿病肾病中的诊断价值。结果：观察组血清胱抑素C、尿微

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均高于对照组（P＜0.05）；血清胱抑素C联合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的敏感性、特异性明显高于血

清胱抑素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P＜0.05）。结论：尿微量白蛋白的诊断，能够提高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可在

糖尿病肾病筛查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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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of urinary microprotein detection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Liu Zheng 

（Laboratory of Maojian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Shiyan City，Hubei Shiyan 442000）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accuracy of urinary microprotein detection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Methods：33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33 

patients with simple diabete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collected samples to test 

cystatin C and urine microalbumin / creatinine ratio，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analyz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in screening for diabetic nephropathy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Results：The serum 

cystatin C and urine microalbumin / creatinine ratio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erum cystatin C combined with urinary microalbumin / creatinine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erum cystatin C and urine microalbumin / creatinine ratio（P <0.05）. Conclusion：The 

diagnosis of urinary microalbumin can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diagnosis，and can be used in the screening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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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多由于高血糖引起肾

脏微血管病变，导致肾功能损伤，是患者死亡的常见原因，

因此需要尽早发现和干预，避免疾病进展为终末期肾病[1-2]。

该病早期无明显症状，因此需要通过敏感的筛查指标来辅助

临床诊断[3]。血清胱抑素 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目前

临床筛查该病的常用指标，为了观察不同指标的诊断价值，

文章选取 33 例糖尿病肾病以及 33 例单纯糖尿病患者进行对

比观察，研究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 33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

为观察组，其中男 35 例，女有 25 例；年龄为 56~78 岁，平

均为（65.6±4.6）岁；入选标准：符合《糖尿病肾病防治专

家共识（2014 年版）》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

脑肝肾器质性疾病、其他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并选取同时

间段 33 例单纯糖尿病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有 28 例，女有

22 例；年龄为 39~79 岁，平均为（55.3±4.1）岁；入选标

准：符合《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 年版）》的诊断

标准；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脑肝肾器质性疾病、其他糖尿

病并发症的患者。两组在一般资料方面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清晨空腹采集 3mL 肘静脉血，3000r/min 离心

10min，分离血清待检，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胱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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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胱抑素 C＞1.05mg/L 即可判断为阳性[4]。同时采集 10mL

中段尿，3000r/min 离心 10min，采集上清尿液，使用半自动

尿液分析仪检测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尿微量白蛋白/肌

酐比值＞30 即可判断为阳性[5]。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检测结果的差异；并根据检测结果，分析不同

指标在筛查糖尿病肾病中的诊断价值。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2.1 两组检测指标差异 

观察组血清胱抑素 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均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检测指标差异 

组别 血清胱抑素 C（mg/L） 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观察组 2.5±0.6 95.6±12.4 

对照组 1.1±0.3 17.4±2.2 

t 值 5.231 5.365 

P 值 0.042 0.043 

2.2 不同指标诊断结果 

不同指标与病理诊断结果的对照见表 2，血清胱抑素 C

联合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的敏感性、特异性明显高于血

清胱抑素 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P＜0.05），见表 3. 

表 2  不同指标与病理诊断的对照 

血清胱抑素 C 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血清胱抑素 C 联合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病理检查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25 8 27 6 31 2 33

阴性 7 26 5 28 1 32 33

合计 32 34 32 34 32 34 66

表 3  不同指标在检查结果方面的差异（%） 

组别 敏感度 特异度

血清胱抑素 C 75.8 78.8

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81.8 84.9

血清胱抑素 C 联合尿微量 

白蛋白/肌酐比值 
93.9 97.0

X2 值 5.325 5.346

P 值 0.043 0.043

3.讨论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也是造成患者残疾、

死亡的重要原因，其发生率与患者血糖控制情况有关[6]。糖

尿病肾病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引起的并发症之一，多由于

肾脏微血管病变引起，若不及时治疗，容易发展为终末期肾

病，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由于该病主要是由于血糖控

制不佳引起，因此需要加强患者的血糖控制，延缓病情进展。

该病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不容易被患者察觉。常规

尿蛋白筛查虽然可以发现糖尿病肾病，但是确诊时肾功能损

伤严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7]。需要借助有效的筛查指标来

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 

肾小球滤过率是目前评价肾功能状况的常用指标。胱抑

素 C 是一种小分子蛋白，完全经由肾小球滤过，可被肾脏

近曲小管吸收、分解代谢，血清浓度稳定，不受年龄、性别、

炎症、常见药物的影响，与肾小球滤过率存在正相关性，是

反映机体肾功能变化的重要标志物[8]。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

值是近些年来临床用于评估肾功能状况的重要指标，其中尿

微量白蛋白也是目前评估肾小球滤过率的常用指标，健康人

群尿液中微量白蛋白含量极低，但是在肾小球功能损伤发生

后，尿微量白蛋白水明显升高[9]；尿肌酐主要是经由肾小球

滤过，随尿液排除，也能够反应肾功能变化；正常状况下两

者比值保持动态平衡状态，但是在肾功能损伤发生后，该比

值显著升高，对于筛查糖尿病肾病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10]。

本次观察组血清胱抑素 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均高于

对照组（P＜0.05）；血清胱抑素 C 联合尿微量白蛋白/肌酐

比值的敏感性、特异性明显高于血清胱抑素 C、尿微量白蛋

白/肌酐比值（P＜0.05），由此可见两者联合筛查具有较高的

诊断价值，可提高临床诊断的敏感度与特异性。 

综上所述，血清胱抑素 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的

联合诊断，能够提高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可在糖尿病肾

病筛查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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