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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１：男，７岁６个月，因多饮、多尿１０ｄ，发热、呕吐４ｄ，精
神差２ｄ入院。入院时Ｔ３６．５℃，Ｒ２５次／ｍｉｎ，Ｐ１１０次／ｍｉｎ，ＢＰ
１３８／７０ｍｍＨｇ，体重２０ｋｇ，神清，精神反应差，表情淡漠，皮肤弹
性差，双眼眶凹陷，咽部充血明显，双侧扁桃体１度肿大，双肺呼
吸音清，心律齐，心音可，腹软，肝脾无肿大，四肢皮肤无花纹，四

肢肌张力可，神经系统检查未见异常。患儿母亲的伯父曾患２
型糖尿病。入院后查微量血糖３３．４２ｍｍｏｌ／Ｌ；尿常规示尿糖
（＋＋＋），酮体（＋＋＋）；血气分析：ｐＨ７．２５８，ＨＣＯ３

－

９．４ｍｍｏｌ／Ｌ，ＢＥ －１８ｍｍｏｌ／Ｌ。血常规：ＷＢＣ１３．７×１０９／Ｌ，
Ｎ０．６６４，血红蛋白 １３２ｇ／Ｌ；血电解质：钾 ３．４２ｍｍｏｌ／Ｌ，钠
１２９．６４ｍｍｏｌ／Ｌ，钙２．２０ｍｍｏｌ／Ｌ，均降低。肝肾功能未见异
常，甘油三脂正常，胆固醇略低于正常，补体 Ｃ３及 Ｃ４均降
低。甲状腺功能检查示Ｔ３及 ＴＳＨ降低，Ｔ４正常。血清空腹
胰岛素 ４．９μＩＵ／ｍＬ，Ｃ肽 ＜０．５ｎｇ／ｍＬ，均低于正常。糖化
血红蛋白１１．５％。胰腺超声检查未见异常。入院诊断：１．１
型糖尿病；２．糖尿病酮症酸中毒；３．中度脱水；４．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入院后给予补液、纠酸、胰岛素治疗并给予糖尿

病饮食，家长因经济原因要求自动出院。后一直预混胰岛素

３０Ｒ每日两次皮下注射治疗。５年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复查糖
化血红蛋白为１２．２％，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抗体三项检查
示：抗胰岛细胞抗体和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均为阴性，抗胰岛

素抗体为阳性。

例２：女，１岁１个月，系例１胞妹。因多饮、多尿、消瘦
半月入院。入院时Ｔ３６．５℃，Ｒ３２次／ｍｉｎ，Ｐ１４０次／ｍｉｎ，ＢＰ
１１９／７４ｍｍＨｇ，体重８ｋｇ，神志清，精神反应差，皮肤、口腔黏
膜和口唇稍干燥，弹性稍差，眼窝稍凹陷，无皮疹和浮肿，浅

表淋巴结无肿大，咽不红，颈无抵抗，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

罗音，心音有力，心律齐，腹平软，肝脾肋下未及，尿道口红，

无分泌物，四肢皮肤无花纹，四肢肌张力正常，神经系统检查

未见异常。入院后查微量血糖２１．１ｍｍｏｌ／Ｌ；尿常规示尿糖
（＋＋＋），酮体（＋＋＋）；血气分析示：ｐＨ７．２８９，ＨＣＯ３

－

１２．６ｍｍｏｌ／Ｌ，ＢＥ－１４ｍｍｏｌ／Ｌ。血常规和 ＣＲＰ未见异常。
血电解质示：钾４．５ｍｍｏｌ／Ｌ，钠１３４ｍｍｏｌ／Ｌ，钙２．４７ｍｍｏｌ／Ｌ，
肝肾功能未见异常，甘油三脂３．０３ｍｍｏｌ／Ｌ，明显高于正常，
胆固醇正常范围，补体 Ｃ３降低，补体 Ｃ４正常范围。血清空

腹胰岛素＜２．０μＩＵ／ｍＬ，Ｃ肽 ＜０．５ｎｇ／ｍＬ，糖化血红蛋白
１２．１％。入院诊断：１．１型糖尿病；２．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３．尿道口炎。入院后给予补液、纠酸和降血糖治疗并给予糖
尿病饮食。患儿血糖尚未平稳，家长因经济原因要求自动出

院。出院后一直三餐前予短效胰岛素和睡前中效胰岛素皮

下注射治疗。２年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复查糖化血红蛋白为
８．５％，血糖控制较其兄长好。糖尿病抗体三项检查结果与
其兄长相同。

讨论：１型糖尿病是与遗传有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与
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遗传因素在１型糖尿病病因中占有重要
地位。全基因组筛选研究表明许多基因对该病的遗传易感

性都有作用，发现了至少２０个１型糖尿病易感基因位点，并
且用其他方法分离出的相关基因多达８０个左右，估计至少
还有５０个潜在易感基因待发现［１］。虽然对１型糖尿病的遗
传易感基因有了许多认识，但其遗传病因仍不十分清楚。资

料报道，１型糖尿病单卵双生子患１型糖尿病的一致率最高，
可达７０％ ［２］，但本组两例为非双胞胎的兄妹，其父母非近亲

结婚，兄妹均患１型糖尿病，这样的病例很少见。需要与之
相鉴别的是青少年ＭＯＤＹ型糖尿病，ＭＯＤＹ型糖尿病是一种
单基因遗传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糖尿病，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本组两例临床表现与之不符。另

外，本组两病例与最近报道的特发性糖尿病也不相符，特发

性糖尿病患者血循环中常检测不到常见的自身抗体，而本组

两例抗胰岛素抗体检测均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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