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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高

血糖为特点的代谢性疾病。长期高血糖可

引起全身炎症反应及血管病变等一系列并

发症，出现视网膜病变、心血管疾病、肾病、

糖尿病足等症状，是导致心脑血管意外、

肾衰竭、失明和下肢截肢的重要原因。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中国糖尿

病患病率为 12.8%，糖尿病前期患病率

35.2%。我国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性增加，

糖尿病高危人群数量庞大，筛查和管理

糖尿病高危人群是我国慢病管理的重要

内容。

根据《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及干预专

家共识》，脂联素纳入了糖尿病筛查及干

预评估，为糖尿病规范化诊治提供指导。

什么是脂联素

脂联素是一种具有抗炎效应的保护性

脂肪细胞因子，在调节胰岛素敏感性及葡

萄糖代谢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作

为糖尿病早期风险预测的新型指标。脂联

素在调节体内葡萄糖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可抑制脂肪酸合成酶，

减少脂质转运、产生和聚集，抑制糖异生，

降低胰岛素抵抗。

脂联素的临床运用

糖尿病风险预测  糖尿病是一种由胰

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作用障碍引起的慢

性疾病。脂联素是一种能够增强胰岛素敏

感性的激素，能促进身体有效利用血液中

的葡萄糖。当脂联素水平下降时，身体对

胰岛素的敏感性随之减弱，这可能会导致

血糖升高，进而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众多研究表明，脂联素水平在预测糖

尿病风险中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检测脂联

素水平，临床医生可以预测个体患糖尿病

的可能性，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和治

疗措施。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提升脂联

素水平有助于控制血糖，降低并发症风险。

糖尿病风险筛查的手段  脂联素水平

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呈负相关关系，相较

于传统的糖尿病筛查手段，脂联素的检测

具有优势，能够提前 4~7 年预判糖尿病的

发病风险。因此，脂联素被视为糖尿病早

期风险评估的新型指标，更适合大规模人

群普查，以识别糖尿病高危个体。《糖尿

病高危人群筛查及干预专家共识》推荐以

脂联素为代表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作为糖尿

病风险筛查的手段，并强调其在早期识别

和管理糖尿病高危人群中的重要作用。

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管理  脂联素能

够促进脂肪酸氧化和增强葡萄糖摄取，促

进能量的消耗，从而有效减少脂肪堆积。

肥胖与代谢综合征常伴随着脂联素水平的

降低，通过提升体内脂联素的水平，可以

帮助改善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的临床症状及

预后，为治疗此类复杂代谢性疾病提供方

向和思路。

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  脂联素在维护心

血管健康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抑

制炎症因子的释放，降低血管内皮细胞的黏

着性和血小板的聚集能力，从而有效抵御炎

症及氧化应激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这有助

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因此，脂联素

的水平也被视为评估个体心血管疾病风险的

重要生物指标之一。

脂联素检测的优势
与临床常用的糖尿病检测指标（指尖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静脉血糖和口服葡萄糖

耐量试验等）相比，脂联素提前4~7年预

测到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糖尿病

的早发现、早干预。

脂联素在血液中的含量稳定，不受睡眠、

进食情况、情绪波动等因素影响，适合人群

的大规模糖尿病筛查。

适用人群
普通人群建议每2~3年进行一次脂联

素检测，有糖尿病高危因素的人群，可适当

缩短检查周期。

适用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及其高危人

群、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病者、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及其高危人群、健康体检者。

如何提高脂联素水平
改善饮食  合理的饮食有助于维持身体

健康和脂联素水平的稳定。建议摄入低脂、

低糖、高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蔬菜、水

果和鱼类等，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以提

高脂联素水平。

适量运动  适量的有氧运动可以提高身

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提高脂联素的分

泌，如慢跑、游泳、骑车等。

控制体重  肥胖者减轻体重能增加脂联

素的分泌，提高其水平。

改善生活习惯  保持充足的睡眠，同时

可以通过冥想、瑜伽等方式放松身心。

药物干预  对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好的

患者，药物干预具有明确的延缓糖尿病进程

的作用，总体上存在远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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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是流淌在人体血管中的红色液

体，是生命活动的核心载体。对维持人体

正常生理功能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负责

运输氧气、营养物质及代谢产物，还承担

着调节体温、维持内环境稳定、参与免疫

防御与修复损伤等多种关键功能。本文介

绍血液的基本组成及复杂功能，带您全面

了解这一生命之河。

血液的组成：血浆和血细胞
血液主要由血浆和血细胞两大部分组

成，在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血浆是血液的液态部分，

约占血液总体积的55%。它是一种淡黄色的

液体，其中约90%为水分，另外10%为溶质。

溶质以血浆蛋白为主，还有电解质（如钠、

钾、钙）、各种营养物质和代谢产物、酶、

激素和其他可溶性物质（氧气、二氧化碳、

氮气）。血细胞是血液中的有形成分，它

占据了血液总体积的45%，主要包括红细胞、

白细胞和血小板，其中红细胞是血液中数

量最多的细胞。血液中除淋巴细胞外，其

余血细胞在血液中的寿命是有限的。以红

细胞为例，它在血液中的寿命约为120 d。

正常成年人每天有一定数量的红细胞衰老

死亡，同样，有相似数量的粒细胞和血小

板消失。因此，正常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

相应数量的血细胞，造血组织要增生更新，

才能保证机体所需的血细胞。血液的正常

生理功能依赖于上述各成分的正常含量和

质量来实现的。

了解血液四大功能
血液的主要功能包括运输、维持内环

境稳态、免疫防御和凝血与纤溶。

运输功能  血液是运输氧气、营养物质

及代谢产物的主要载体。红细胞负责将氧气

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为细胞

提供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同时，血浆中的

营养物质如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也被

运输到全身各处，满足细胞对营养的需求。

而代谢产物则通过血液被运输到排泄器官排

出体外，保证了人体内部的清洁和平衡。

维持内环境稳态功能  血浆中的电解质

和酸碱缓冲系统共同协作，维持血液的渗透

压和酸碱平衡，为细胞提供了一个稳定且适

宜的生存环境。此外，血液还能够调节体温，

通过血液循环将热量传递到全身各处或排出

体外，保持人体温度的恒定。

免疫防御功能  血液是人体免疫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白细胞能够识别并消灭外来

病原体，清除衰老或损伤的细胞，并参与免

疫反应的调节。而血浆中的抗体则能够协助

白细胞共同消灭病原体，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这一过程保证了人体在面对外界威胁时能够

及时作出反应，保护身体免受侵害。

凝血与纤溶功能  血液中主要是血小板

和凝血因子参与凝血功能。当血管受损时，

血小板会迅速响应并粘附于伤口处，激活

一系列凝血反应形成血栓，从而有效地阻

止血液流失。这一过程是血液在止血和凝

血方面的重要作用体现，它保证了人体在

受到损伤时能够及时止血并修复伤口。当

完成止血后，止血栓会被血浆中的纤维蛋

白逐渐溶解掉，防止血管内血栓形成、保

持血管的畅通。

定期检查  维护血液健康
血液疾病是指影响血液组成和功能的

疾病，包括贫血、白血病、出血性疾病等。

这些疾病可能导致氧气运输不足、免疫系

统功能下降、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后果。

因此，关注血液健康，预防血液疾病对维

持生命活动至关重要。定期进行血液检查

可以早期发现和治疗血液疾病。通过检测

血液中的各种成分和指标的变化，医生可

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并采取相应的

治疗措施。此外，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饮食习惯也是预防血液疾病的重要手段。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和

减少压力等都可以有效地维护血液健康。

探索“生命之河”——血液探索“生命之河”——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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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糖尿病  先查脂联素预防糖尿病  先查脂联素
▲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杨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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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是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文汇集了大家平日最常问的关于检

验的问题，一起来看看。

采血为啥要空腹

常见的需要空腹采血的项目包括肝功

能、肾功能、血糖和血脂等。空腹的原因是

进餐会影响血液成分，导致检查结果不准确。

例如，进食后血糖和血脂会暂时升高，无法

真实反映身体状况。相关指南规定，采血前

应至少禁食8 h，建议12~14 h，超过16 h

则可能影响化验结果。

空腹采血的最佳时间在上午的7~10点。

采血的前一晚尽量保证充足的休息，维持正

常饮食，做到饭菜清淡，尽量避免高脂肪、

高蛋白和高糖食物，不饮酒和浓茶等。第二

天早晨不吃早餐、不晨练，心情平稳来到医

院静候抽血，这样的血标本才能准确反映身

体各项指标。

采血检验的注意事项

采血最佳时间  抽血前需保持空腹且时

间保持在8 h以上。早上7:30到10:00是最

佳时间段，尤其不要超过10点。

止血方法  抽完血后需用手指压迫止血，

切勿揉搓，否则会加速出血。正确方法是只

压不揉。

衣服宜宽松  穿宽松的纯棉衣物，避免

袖口过紧，以免抽血时卷不上或者后期引起

血肿。如出现淤血，按医生指导处理。

按压时长  抽血后应伸直前臂，止血通

常需3~5 min，老年人或血小板异常者时间

应稍长。一些人仅按压1~2 min就停止，这

是错误的。

采血时晕血（晕针）怎么办

若发生晕血或晕针，可采取以下措施：

告知医护人员  现场医护人员会有相应

处理方法，如调整姿势或提供心理支持。

深呼吸放松   深呼吸，缓解紧张情绪。

分散注意力  避免直接观看针头，转移

注意力，如数数、想象美好场景等。

平躺采血  如有晕血晕针史，可选择平

躺姿势进行采血。

为什么采血针眼处会出现淤青或鼓包

静脉采血时，注射器不仅会刺破皮肤表

面，还要扎入静脉血管，所以皮肤表面的针

眼并不一定与血管壁上的针眼在一个点上。

如按压时仅仅用一根手指压住了皮肤表面，

并未能有效按压血管上的出血点，就会出现

渗血、淤血的情况。

为什么每个人的采血量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采血量不同，这是因为临床医

生是根据个体病情开具的不同的检验项目，

且不同的检测仪器、不同的采样管都对采血

量要求不同，大概每个标本需采集2~4 ml

血液，采血检查对普通人的健康影响并不大，

请放心检查。

尿液常规检验如何采集标本

在留取尿液样本之前，不要大量饮水，

因为这会稀释尿液，从而可能导致某些成分

如管型和红细胞等的检测不到，以及某些干

化学项目的漏检。

尿常规样本应尽快送检。尿液样本留取

后应尽快送至检验部门，因为时间过长可能

会导致葡萄糖被细菌分解、管型被破坏和细

胞溶解等问题，从而影响检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