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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吡格列酮与二甲双胍分别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96 例首次就诊
诊断为 2 型糖尿病的患者半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各 48 例 对照组采用二甲双胍治疗 治疗组采用吡格
列酮治疗 治疗 l 个月后 对两组的临床疗效 血糖水平改善情况及不良反应进行对比观察 结果 对照组
总有效率为 87.5% 42/48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9.6% 43/48  两组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治疗组空腹血糖和餐后 2 h血糖水平改善幅度略大于对照组 P>0.05  对照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
于治疗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l  结论 二甲双胍 吡格列酮均能有效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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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theefficacy betweenpioglitazoneandmetformin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type2 dia-
betespatients ZHANGD -ch ng.D partm ntoflnt rnalM dicin  th FirstP opl  sHospitalofZhanggiu Shan-
dong 25020l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comparetheefficacybetween pioglitazoneand metformin in thetreatmentofpa-
tientswith type2 diabetes.Methods Ninety-sixpetientswith type2 diabetesweredivided intoacontrolgroup and a
treatmentgroup based on treatmentorder each group had 48 patients.Thecontrolgroup weretreated with metform-
in thetreatmentgroup weretreated with pioglitazone.onemonth aftertreatment thecontrolconditionsofblood glu-
cosewerecompared between twogroups.Results Afteronemonth ofthemedication thetotaleffectiverateofcon-
trolgroup was87.5% 42/48  thatofthetreatmentgroup was89.6% 43/48  therewasnostatisticallysignifi-
cantdifferencebetween twogroups P>0.05 .in treatmentgroup thefastingplasmaglucoseand 2 h postprandial
blood sugarlevelimproved slightlylargerthan thecontrolgroup P>0.05  the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ofthe
controlgroup wasmorethan thatoftreatmentgroup P<0.0l .Conclusion Metformin pioglitazonecan effectively
controlblood glucoseofpatientswith type2 diabetes.
   Key words  Metformin  Pioglitazone  Type2 diabetes

  胰岛素抵抗是所有 2 型糖尿病患者所共同具有
的基本病理学特征 使胰岛素抵抗显现减轻或使胰
岛素敏感性增强 可以使患者机体内的血糖 血脂代
谢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l  吡格列酮和二甲双胍均
属胰岛素增敏剂 与胰岛素的存在有关 减少外周组
织和肝脏的胰岛素抵抗 并减少肝糖原的输出 临床
广泛应用于 2 型糖尿病患者 本研究选取 9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半随机分组分别应用二甲双胍与吡格

列酮治疗 并观察两组的临床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l0-03 ~20l2-03 我院收治
的 96 例首次就诊诊断为 2 型糖尿病患者 空腹血糖
7.8 ~l5 mmol/L或餐后 2 h 血糖$ll.l mmol/L  
所有患者参照 l999 年 WHo推出的 2 型糖尿病诊
断标准 排除伴有心肝肾功能障碍 胃肠道疾病及出
现酮症酸中毒的患者 将 9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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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先后顺序半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对照组
48 例 其中男 29 例 女 19 例 年龄 39 ~82 56.2 1
11.3 岁 治疗组 48 例 其中男 27 例 女 21 例 年
龄 38 ~84 57.1 113.1 岁 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 对照组 口服二甲双胍 中美
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 20100215  
500 mg/次 2 次/d 进食时或餐后服用  2 治疗
组 口服吡格列酮 北京太洋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批
号 20100218  30 mg/次 1 次/d 于早餐后服用 
两组患者均于治疗 1 个月后 进行空腹血糖和餐后
2 1血糖检查 罗氏血糖仪  同时记录患者治疗期
间的不良反应等发生情况 
1.3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价参照 新药临床研
究指导原则 中降糖药物的疗效判定标准 2   1 
显效 空腹血糖S7.2 mmoI/L 或与治疗前比降低
30%  餐后 2 1血糖S8.25 mmoI/L 或与治疗前比
降低幅度B30%  临床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  2 
有效 空腹血糖S8.25 mmoI/L 或与治疗前比降低
10% ~29%  餐后 2 1血糖S9.90 mmoI/L 或与治
疗前比降低 10% ~29%  临床症状明显改善  3 
无效 空腹血糖和餐后 2 1血糖无变化 或与治疗前
比降低幅度 <10%  临床症状改善不明显或无
改善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1标准差 *x1s 表示 组
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2 检验 等级
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和总有效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n"

组 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 

对照组 48 18 24 6 42 87.5 

治疗组 48 21 22 5 43 89.6 

Zc/!2 - 0.409 0.103

P - >0.05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比较 治
疗 1 个月后 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和餐后 2 1 血糖
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其中治疗组治疗后各指标低于对照组 但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比较!*x1s"

组 别 例数
空腹血糖 mmoI/L 餐后 2 1血糖 mmoI/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8 9.25 11.42 7.38 11.16* 17.84 12.15 8.46 11.94*

治疗组 48 9.07 11.13 7.12 11.24* 18.13 12.08 8.27 11.73*

t - 0.687 1.061 -0.671 0.506

P - 0.494 0.291 0.503 0.614

 注 组内与治疗前比较 *P<0.05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低血
糖事件 对照组 12 例 25.0% 患者出现不良反
应 主要包括腹泻 腹胀 恶心 治疗组 3 例 6.3% 
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主要包括恶心 口干 失眠 两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6.400 P<0.01  
3 讨论
3.1 吡格列酮与二甲双胍对 2 型糖尿病的治疗均
具有较好疗效 其中吡格列酮可以通过将脂肪 骨
骼肌 肝细胞内过氧化物酶增值活化受体 0迅速激
活 进而对胰岛素应答基因的转录起到有效的调节
作用 使外周组织和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显著增
强发挥降糖作用 3  二甲双胍的降糖作用机制主
要包括使患者机体内的糖进行无氧酵解增加 使肝
糖异生过程减弱 增加周围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使肝糖原的输出量明显减少 使周围组织对胰
岛素的敏感性增强 4  因此 两者均具有增加机体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而降低血糖的作用 本研究两组
2 型糖尿病患者在经过 1 个月的服药治疗后血糖值
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对照组和治疗组血糖控制率分
别为 87.5%和 89.6% 余叶蓉等 5 在研究中发现 
服用吡格列酮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甘油三酯下降了
16%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了 30% 血中游离
脂肪酸下降了 10.2% 说明吡格列酮除具有降血糖
的作用外 还具有缓解 2 型糖尿病患者脂肪代谢紊
乱的作用 余叶蓉的研究中还发现 二甲双胍同时
具备调节血脂代谢的作用 但其对游离脂肪酸的影
响不如吡格列酮 临床应用中发现吡格列酮还能降
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延缓大
血管病变的发生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起到进一步的
保护作用 6  
3.2 本研究结果显示 吡格列酮对 2 型糖尿病患者
血糖控制效果与二甲双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吡
格列酮对空腹血糖和餐后 2 1 的血糖下降幅度略
大 两者在本研究中均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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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双胍组部分患者在服药初期出现腹泻~腹胀~恶心
等症状,后期基本缓解无需停药治疗 吡格列酮组
服药初期有恶心~口干现象出现,后期有 l 例患者出
现失眠 当然,本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
样本量小~观察时间较短,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前瞻
性~大样本长时间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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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LASEK术在高度近视患者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该院
20ll-0l ~20l2-07 收治的高度近视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使用角膜地
形图引导的LASEK术进行校正,观察组使用普通LASEK手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裸眼视力~剩余屈光度及不
良事件报告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 使用角膜地形图引导的LASEK术的观察组患者在术后裸眼视力方面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剩余屈光度小于对照组 P<0.0l ,不良事件报告率低于对照组 P<
0.05  结论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LASEK术在治疗高度近视患者中效果更好~更安全,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
价值 
  [关键词] LASEK  角膜地形图引导  高度近视
  [中图分类号] R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l674 -3806(20l3)03 -0229 -03
  doi:l0.3969/j.issn.l674 -3806.20l3.03.l3

Thevalueofcornealtopography guidedLASEkoperation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highmyopia HE
Bi-hua,XIEXiang-yong,WEILi-jiao.Rui ang Hospitalfffiliated toguangxiuniu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
cine,Nanning 5300ll,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studythevaiueofcorneaitopographyguided LASEKoperation in thetreatmentof
patientswith high myopia.Methods Sixtypatientswith high myopiatreated in ourhospitaifrom20ll Januaryto
20l2 Juiywereused astheobjectofinvestigation.Thesepatientswererandomiyseparated intotwogroups controi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Thepatientsin theobservation group werecorrected vision byusingcorneaitopography
guided LASEKoperation,and thecontroigroup received ordinaryLASEKoperation,and thedifferencesin postopera-
tiveuncorrected visuaiacuity, residuaidiopterand adverseeventreportingratewerecompared between twogroups.
Results Therewasnostatisticaiiysignicantdifferencesin vision acuityafteroperation between twogroups P>
0.05 .buttherewasastatisticaiiydifferencein residuaidiopterand adverseeventreportingratebetween two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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