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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2型糖尿病患者心肌梗死发病昼夜节律探讨

李静华琦谭静

【摘要】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的昼夜节律变异。方法 自1994年1月至2007年6月

连续收集268例因发作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而收入CCU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资料。另选268例非糖尿病心肌

梗死患者作为对照组。两组间年龄、性别匹配。将1d以6h为单位分为4个时间段，统计两组患者各时段内例数，并

比较两组间差异。结果在糖尿病组，第1～4时段的患者例数分别为60、73、64、71例，各时段问发病例数无显著差

异。对照组分别为55，90，62、61例，第2时段发病例数显著高于其他时段(P<0．01)。两组间比较，糖尿病组和对

照组间发病例数的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非糖尿病患者心肌梗死发病时间存在昼夜节律性，而2型糖尿病患

者心肌梗死发病的昼夜节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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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circadian rhythm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D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Methods From January 1994 to June 2007，268 consecutive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admitted to a coronary

care unit with acute 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were studied．Another 268 age and sex matched AMI patients without

type 2 diabets wei'e taken as controls．Admission numbers were calculated at 6-hoat interval within adaY(circadian rhythm)．

The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2 groups．Results In diabetic group．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first to fourth quarters

was 60，73，64，71 respectively，、】lr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quarters．That in control group was 55，90，

62．61 re!spectively，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cond quarter and other quarters(P<O．01)．The difference be-

tween diabetic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Conclus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circadian variation in the onset of

AMI in the patients without diabetes，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ircadian variation in the onset of AMI in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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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急性心肌梗死的发作存在昼夜节律

性，多数报道证实，心肌梗死于早晨6点至中午12

点为发病高峰，其余时段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也有

研究报道，晚间可能存在一个发病的次级高峰[1]。

这一节律是人体病理生理过程昼夜节律的反映。

病程较长的l型或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神

经病变的发生率为16％～50％[23。其表现为单一

神经病变或多发神经病变，周围神经或自主神经

均可受累。糖尿病神经病变可以导致自主神经系

统活动的正常昼夜节律缺失[3]，从而引起某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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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神经系统相关的生理过程的节律改变[4]。

Zarich等[53发现一般糖尿病患者心肌缺血的发作

依然存在昼夜节律，早晨为高发时段。但是合并

严重自主神经失调的糖尿病患者则无此节律，全

天内各时段发病比例相当，提示植物神经系统平

衡失调可能对心血管事件发病的昼夜节律模式产

生影响。然而，对于上述推测并无一致的观点。

本研究通过2型糖尿病和非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

梗死发病时间的对比，探讨国人糖尿病对急性心

肌梗死发病昼夜节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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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研究资料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时间为1994年1月至2007年6月。总共有268例2

型糖尿病患者凶发作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 ele-

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收入CCU。每入

选1例糖尿病患者，选择1例性别相同、年龄相似的非

糖尿病的STEMI患者作为对照，共268例。

1．2诊断标准 入选患者年龄为18～75岁，凶胸

痛入急诊室或者心内科病房。急性心肌梗死诊断

标准如下：胸痛症状持续时问≥30min；心电图显

示至少相邻两个以上导联出现ST段抬高(胸前导

联≥0．2mV，肢体导联≥0．1mV)，血清生化标志

物(CKMB或TnI)升高超过正常上限2倍以上。

上述三条标准满足两项即可诊断为急性STEMI。

若患者既往有糖尿病史或者正在接受降糖药治

疗或符合WHo糖尿病诊断标准，即被认定为糖尿

病患者。

1．3 统计分析将1d以每6h为单位分为4个时

间段，即0：00～5：59、6：00～11：59、12：oo～17：59

和18：00～23：59，分别统计糖尿病组和对照组各个

时段所占比例，并比较各时段间差异；比较两组间同

一时段发病的差异。两组内各时段比较以及两组间

比较采用z2检验，所有统计分析使用SPSS 11．5软

件。

2结 果

2．1基线资料共有268例2型糖尿病患者因首

次发作STEMI入选，另外268例同期入院的非糖

尿病STEMI患者作为对照，两组中性别比例一致，

分别为男性165例(61．4％)，女性103例(38．6％)。

糖尿病组患者年龄范围38～83岁，平均为(65．1±

10．7)岁，对照组年龄范围37～84岁，平均为(64．4±

12．3)岁，两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血清肌

酐水平、左心室射血分数和服用|3受体阻滞剂的比

例均无统计学差异，糖尿病组空腹血糖显著高于对

照组(表1)。

2．2 两组各时段发病例数的比较 见图1。对照组

发病呈明碌节律性分布，其中高峰为第二时段(6：00～

11：59)，该时段例数显著高于其他时段(P<o．01)，并

高于糖尿病组该时段的发病例数。糖尿病组各时段

分布较为平均，未见明显发病高峰时段。两组间比

较，发病时问规律存在显著不同(P<0．02)。

3讨论

目前已经证实，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存在

昼夜节律，如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脑卒中等。

心肌梗死发作的晨峰与人体的一些日常节律有关。

清晨觉醒后交感神经系统活性升高同时迷走神经系

统兴奋性降低，血浆儿茶酚胺、肾素、皮质醇水平升

高。其结果是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冠状动脉张力增

加、血小板聚集性增加以及纤溶活性轻度降低。上

述变化导致冠状动脉血流剪切力增加从而可能引起

斑块破裂，发生不稳定性心绞痛或急性心肌梗死。

所以清晨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

表1人群特征

注：与对照组比较，’P<O．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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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项包括4796例患者的临床研究首次发

现，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的昼夜节律性可以因为某些

特殊的临床情况而改变，如糖尿病、吸烟、心力衰竭

和服用p受体阻滞剂等。此后一些研究证实了上述

结论[6]。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

未发现糖尿病可以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发病昼夜节律

的改变[7]。有人推测上述差异可能与研究人群种族

差异有关。本研究对中国汉族人群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糖尿病组心肌梗死发作的晨峰消失，对照组则

存在明显的晨峰(6：00～12：oo)，两组患者年龄、性

别、射血分数以及服用B受体阻滞剂的比例相当，从

而排除了干扰因素的影响。

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昼夜节律性消

失的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自主神经系统有关。自

主神经功能失调的患者会出现生理节律紊乱，而自

主神经系统在心血管活动昼夜节律的调节中起着重

要作用。糖尿病患者血管张力变化的昼夜节律异常

可能导致了心血管事件发作的节律变化[8卅¨。一项

研究[12]发现，25．3％的1型糖尿病患者和34．3％的

2型糖尿病患者在6项自主神经功能检查中至少有

2项异常。另一项研究发现，1型糖尿病患者中自主

神经病变的发生率为16．6％[1引。

发生自主神经病变后，交感一迷走平衡的节律性

变化明显减弱。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的患者，清晨

血小板聚集性、纤维蛋白原激活物抑制因子1和

von Willebrand因子的水平均失去了正常的昼夜节

律变化[1 4。，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变化也

不明显[1引。Yamamoto等[16】报道，糖尿病自主神经

病变患者正常的心率变异性显著受损。但一些研究

得出了相反的结论，Behar等[171报道糖尿病患者的

晨峰依然存在。Jamal等[1胡报道病史<5年的2型

糖尿病患者，存在心肌梗死发作的昼夜节律，而病史

5年以上的2型和l型糖尿病患者昼夜节律减弱。

在笔者的研究中证实，急性心肌梗死晨峰消失与糖

尿病病程无关。事实上，虽然糖尿病神经病变的临

床症状通常在糖尿病确诊以后的较长时间才逐渐出

现，但是自主神经功能的损害却在糖尿病确诊之初

已经发生。亚临床型的自主神经病变在2型糖尿病

发生1年内或者1型糖尿病发生2年内已经出现，

也就是说在血糖升高以后的很短时间甚至在血糖还

未明显升高时，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即已发生[19,203。

笔者的结论间接支持上述推论。

因此对于糖尿病人群，根据急性心肌梗死发

病昼夜节律性缺失的特点，在采取治疗措施、选择

服药时间上要考虑到与非糖尿病患者不同的特殊

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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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增加。但长期疗效如何及与目前广泛应用的药物

洗脱支架相比，再狭窄率及安全性等方面均需进一

步的临床试验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造影具有创伤小、局部血

管并发症少、无须中断肝素治疗及术后无体位限制

等诸多优点，已成为目前冠脉造影及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的主要血管人路，但经尺动脉则报道较少。

研究发现口]，桡动脉与尺动脉的平均血管内径及平

均血流量均无显著差异，因此理论上经由尺动脉行

冠状动脉造影是可行的。Lanspa等邙1报道了13例

经尺动脉冠脉造影，12例成功。Dashkoff等[9]亦成

功报道5例经尺动脉冠状动脉造影及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无并发症发生。本研究中7例均成功穿刺尺

动脉，并进行了冠脉造影及介入治疗，提示经尺动脉

途径是可行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且有必要进行大

规模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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