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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 j"S 月龄婴幼儿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Y!'H]DY!(水平及其与生长发育的关系* 方

法%W"W 名健康婴幼儿入选本研究'早产儿 !"W 名#足月儿 S$$ 名(#测量体重[身长#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H]DY! 水平* 结果%早产组婴儿期血清H]DY! 水平在生后 !6W 月为最低'V# f#$ )A[.\(#此后一直维持较高水平#

生后 S j!" 月显著高于足月组* 足月组婴儿期血清H]DY! 水平在生后 !6W 月为最高'!!# fW" )A[.\(#此后缓慢下

降#生后 V 月时降至最低'#= fWV )A[.\(* 不论是早产儿还是足月儿体重[身长 ZCZ 与血清 H]DYH水平均存在着

正相关关系* 结论%血清H]DY! 水平均与婴幼儿期生长发育速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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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Y!$生长发育$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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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期的生长发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营

养因素外#激素内环境对生长发育也起着重要作用#

其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85()Y5(E-A3+P,' I2:,+3

!#H]DY!(通过调控细胞的有丝分裂和合成代谢在儿

童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 近年

来有关H]DY! 与胎儿期)儿童期以及青春期生长发育

关系已有诸多研究报道!"YS"

#但关于 H]DY! 与婴幼儿

期生长发育关系尚缺少相关研究* 婴幼儿期是出生

后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机体内分泌系统对婴幼儿生

长发育调控作用#迄今为止仍不十分清楚* 因此本研

究对 ! j"S月龄的婴幼儿血清H]DY! 水平以及H]DY!

水平与生长发育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更好地理解H]DY

H在人体生长发育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AK对象与方法

A6AK研究对象

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保健中心进行健康

&=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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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的儿童#家长同意加入本研究#年龄范围 ! j"S

月#除外遗传代谢病及营养不良#且在取血化验时未

患有任何感染性疾病*

A6?K方法

出生体重及出生身长从,北京市母子保健健康

档案-获得#不同月龄婴幼儿的体重) 身长由专人负

责测量#取净体重'A()卧位身长':.(#所有数据均

测量两次取平均值并记录* 如两次测量中#如果体

重相差 "$ A以上或身长相差 $6" :.以上重新测

量* 参照 "$$W 年 = 市城区 U 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

测量值'包括出生测量值(

!W"

# 计算 ZCZ 值# ZCZ `

'实际Y均值([标准差*

研究对象于上午 V j!$ 点'至少空腹 " '(取末

梢血 !$$

&

\#立即离心分离血清置于 a"$p冰箱待

检H]DY!* H]DY! 检测采用酶联免疫法#试剂盒购自

美国CZ\2<>公司*

A6MK统计学处理

应用 Z0ZZ !#6$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

资料用平均值f标准差'If/(表示* 本研究中计量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故两组间比较用 A检验和协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H]DY! 与人体测量学

指标及评价指标的相关关系选用0-23>+)相关分析*

Ce$6$W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结果

?6AK一般资料

纳入本研究的儿童共 W"W 名#其中早产儿 !"W

名#足月儿 S$$ 名* 早产儿组与足月儿组性别构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SV#Cl$6$W(* 两组性

别分布及胎龄和出生时体格测量情况见表 ! j"*

足月儿组男婴的出生体重及出生身长大于女婴#但

两者出生体重 ZCZ 和出生身长 ZCZ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表明本研究中男婴和女婴的出生测量指标均

处于人群中相同百分位上#具有同样的代表性*

表 AK早产儿组性别分布及胎龄'出生时体格测量指标K

'If/(

性别 例数 胎龄'周( 出生体重'A( 出生身长':.( 出身体重 ZCZ 出生身长 ZCZ

男 #W TT6# f"6S " $U= fSUV SS6" fT6S aT6" f!6" aT6# f"6$

女 #$ TT6" f"6" ! =#! fWTW ST6S fT6# aT6T f!6S aT6U f"6!

A值 $6=S !6!" !6!" $6TS $6!T

C值 $6TT $6"$ $6"" $6UU $6V=

表 ?K足月儿组性别分布及胎龄'出生时体格测量指标K

'If/(

性别 例数 胎龄'周( 出生体重'A( 出生身长':.( 出身体重 ZCZ 出生身长 ZCZ

男 !V= T=6$ f!6" T TW" fSTV W$6# f!6= $6! f!6! %$6! f!6!

女 "!! TV6= f!6" T "W! fST" S=6W fT6W $6$ f!6! a$6! f"6!

A值 $6UT "6SV T6#V $6TV !6"=

C值 $6SV $6$" $6$$ $6U= $6!#

?P?K6R\LA 与性别关系

早产儿组女童H]DY!平均水平为 !!W fWS )A[.\#

男童为!$U f#$ )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 a$6V!#

Cl$6$W($在足月儿组#女童H]DY! 平均水平为=U f

#T )A[.\#男童为 VV fW# )A[.\#差异也无统计学

意义'À a!6T$$ Cl$6$W(#故在随后的组间比较

分析时#未进行男女性别分组#但均采用了对性别进

行校正的协方差分析*

?PMK不同月龄婴儿6R\LA 水平比较

早产儿和足月儿 H]DY! 水平比较见表 T* 在早

产儿组#血清H]DY! 水平在生后 !6W 月为最低#此后

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生后 S j!" 月间显著高于足月

儿组#!" 个月后血清 H]DY! 水平与足月儿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在足月儿组#整个婴儿期血清 H]DY! 水平

在生后 !6W 月为最高#此后缓慢下降 #V 个月时降为

最低#此后再次上升*

%%表 MK不同月龄早产儿和足月儿6R\LA 水平比较K

'If/# )A[.\(

早产儿

例数
早产儿H]DY!

足月儿

例数
足月儿H]DY! !值 C值

!6W 月 !# V# f#$ TV !!# fW" T6TW $6$U

S 月 TT !!U fW= ## VW fW! #6WU $6$!

# 月 TS !"! fWW =" V$ f#W !!6T$ $6$$

V 月 !! !!" f#V T# #= fWV S6T= $6$S

!" 月 !W !!# fS= VW VU fSU S6=! $6$T

!V 月 V !$" fW# SW !!U f#T $6ST $6W!

"S 月 V !$S fWV TV !"$ f#= $6T# $6W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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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K血清6R\LA 水平与体格测量评价指标的关系

血清H]DY! 水平和体重[身长 ZCZ 值进行相关

分析发现#不论是早产儿还是足月儿血清 H]DY! 水

平均与体重[身长 ZCZ 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血清

H]DY! 水平越高#体重[身长 ZCZ 越高#其中在早产

儿组 H]DY! 水平与体重[身长 ZCZ 值相关系数为

$6!='Ce$6$W(和 $6"!'Ce$6$W($足月儿组H]DY!

水平 与 体 重[身 长 ZCZ 值 相 关 系 数 为 $6"!

'Ce$6$!(和 $6"U'Ce$6$!(*

MK讨论

本研究报道了 ! j"S 月龄婴幼中血清H]DY! 水

平的分布情况及其与生长发育的关系#未发现血清

H]DY! 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在婴儿期 S j!" 个月时

早产儿血清H]DY! 水平高于足月儿$不论是早产儿

还是足月儿体重[身长 ZCZ 与血清 H]DY! 水平均存

在正相关关系*

H]DY! 是一种有广泛作用的生长因子#存在于

多种体液中#如脑脊液)尿液)乳汁)羊水等#体内各

种组织均可合成* 血循环中 H]DY! 主要由肝脏分

泌#再被转送到其他组织#起着内分泌激素的作用#

也可由其他组织分泌#如软骨组织#在局部起着旁分

泌激素的作用!!"

* H]DY! 可以通过与其特异性受体

结合来发挥促进有丝分裂和合成代谢的作用#调节

机体的生长* 作为促进细胞增殖的另一种表现#

H]DY! 可以抑制许多细胞系在成熟之前的凋亡!#"

$

还参与皮肤)骨骼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分化!!"

*

H]DY! 基因缺陷的人类及基因敲除动物试验一致证

实H]DY! 的缺乏不仅表现为出生体重)身长显著降

低#而且伴有生后生长发育显著落后!UYV"

*

婴幼儿期是人类出生后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

近年来已有诸多成人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婴幼

儿期的生长发育与成人期健康密切相关#故婴幼儿

期的生长发育再次引起医学界的关注* 虽然已有的

研究认为#在人类婴儿期 H]DY! 的分泌主要受营养

因素及胰岛素的调控#婴儿期过后 H]DY! 的分泌主

要受生长激素#部分受营养因素调控#在儿童期

H]DY! 是生长激素发挥合成代谢和促有丝分裂活性

的重要介质#是维持儿童正常生长发育速度和青春

期启动的重要激素!!#TYS#="

#但是在婴幼儿期H]DY! 与

生长发育关系#尤其是与早产儿出生后加速生长关

系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发现在足月儿中生后前两

个月是整个婴儿期 H]DY! 水平最高的时期#这与足

月儿生后前两个月体重[身长增长最快这一规律相

吻合!W"

* 早产儿 H]DY! 水平高峰的出现晚于足月

儿#且在婴儿期始终维持较高水平#可能与婴儿期持

续的追赶生长有关* 另外#本研究对血清 H]DY! 水

平与早产儿和足月儿体重[身长 ZCZ 关系分别进行

了分析#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支持本研

究中H]DY! 水平的高低与婴儿期生长发育速度密切

相关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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