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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内容丰富，书写方式简练，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使读者易于看懂。
不但糖尿病病人，而且是糖尿病医务工作者必读的书。
本书是编者20多年来从事糖尿病医疗和研究工作的小结。
书中着重指出，糖尿病是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
糖尿病的治疗与急性病，如肺炎及阑尾炎等不同，必须终身坚持，且糖尿病变化多端，每个病人除有
所谓典型症状和对治疗共同反应的特点外，还存在各个病人自己的表现特点，与众不同，好像人的脸
一样，全世界人民众多，但一见面，都能从脸面加以识别。
金大夫对糖尿病的治疗，除强调一般共同规律外，还指出因人而异的特殊规律。
每个医生需要耐心深入学习，特别要向病人学习，官教兵，兵教官是个学习的好办法。
本书在多处指出，这个病人、那个病人的意见，充分说明金大夫善于向病人学习，所以进步很快，写
的书不但通俗易懂，对病人教育指出了一个方向。
病人在治病中受尽苦难，在看此书后会问自己，医生能虚心求教病人，其目的是为着什么？
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着病人的利益出发。
医生得到病人耐心配合治疗后，治疗的效果就会显著提高。
希望医务人员与糖尿病病人一起，高高举起防治糖尿病的大旗，推动糖尿病防治工作能迅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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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糖尿病保健新概念（最新版）》是作者根据自己三十年临床经验和患者的实际需求，以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方式全面阐述糖尿病的基本知识；帮助病人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引导病人走出误区；学会正确的监测方法；掌握各种治疗方法的关键；教给病人各种应急的措施；使
每一个有糖尿病危险的人远离糖尿病；使每一个糖尿病病人懂得治疗糖尿病的关键是如何控制好血糖
水平，成为自己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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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星，副主任医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先后在甘肃白银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医
院、北京铁路总医院做临床医疗工作。
1980年以来，从事内分泌专业临床工作，曾参加甲状腺功能亢进、慢性甲状腺炎、糖适平、单组分猪
胰岛素、基因工程人胰岛素等甲状腺及糖尿病多项临床科研，并组织糖尿病病人做部分心理学研究。
以论文参加第14届国际糖尿病会议，第4届中日友好糖尿病学术会议。
曾任中华医学会北京糖尿病学会委员及北京糖尿病协会理事，主要开展糖尿病教育和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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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糖尿病相关的基础知识第1章 健康人的血糖和胰岛素一、什么是血糖二、胰腺和胰岛素三、
胰岛素和胰岛素受体四、胰岛素和血糖第2章 影响血糖变化的因素一、自身影响(即体内激素影响)二
、药物影响三、其他影响第二部分 糖尿病的基本知识第3章 糖尿病及其特点一、什么是糖尿病二、糖
尿病是怎样诊断的三、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四、诊断糖尿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第4章 糖尿病的病因
及分型一、1型糖尿病及其相关的病因二、2型糖尿病及其相关的病因三、其他类型糖尿病四、妊娠糖
尿病五、糖尿病的发病情况第5章 糖尿病的危害性一、常见的急性并发症二、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三、
低血糖症第三部分 治疗糖尿病相关的基本知识第6章 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一、糖尿病教育的重要性二
、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一)饮食是治疗(二)运动也是治疗三、能量监测第7章 口服降血糖药物治疗一、
磺脲类降血糖药二、非磺脲类促胰岛素分泌剂三、双胍类口服降血糖药物一胰岛素增敏剂四、α-葡萄
糖苷酶抑制剂五、噻唑烷二酮——一组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新药六、中药七、需要重视的问题八、糖尿
病治疗的新进展第8章 胰岛素治疗一、药用胰岛素及制剂二、胰岛素治疗(一)胰岛素治疗的好处(二)什
么人需要胰岛素治疗(三)胰岛素的治疗方法(四)胰岛素的注射方式三、如何保持血糖的稳定(一)胰岛素
剂型和血糖(二)胰岛素剂量和血糖(三)胰岛素注射时间和血糖(四)饮食、运动和血糖四、特殊情况的处
理五、每天应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第9章 胰岛素给药方式的进步一、胰岛素注射工具的进步二、食
盼的胰岛素给药方式第四部分 护理好自己的糖尿病第10章 糖尿病监测一、糖尿病监测的重要性二、写
好监测日记的方法三、监测尿糖的注意事项四、监测血糖的注意事项五、血糖监测仪六、其他监测
第11章 成为自我护理的糖尿病医生一、掌握糖尿病的病情变化二、糖尿病控制的目标三、糖尿病疾病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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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缺乏运动也影响胰岛素受体的数量和亲和力，使病人容易发生胰岛素抗药性。
　　长期控制不好糖尿病，高血糖刺激使B细胞对葡萄糖的敏感性下降也是容易发生胰岛素抗药性的
原因。
　　情绪过度紧张或心理受到极大的打击，情绪波动难以控制时，体内拮抗胰岛素的激素过度分泌，
造成胰岛素用量明显增加，是发生胰岛素抗药性比较常见的原因。
　　还有一类疾病可以发生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产生严重的胰岛素抗药性，例如黑棘皮病，A型见
于年轻的女性病人，伴有男性的特征，多有闭经、多囊卵巢。
她们体内胰岛素受体数目显著减少。
曾有1例23岁女病人，每次胰岛素用量500单位，还不能把血糖控制到满意的水平。
B型见于年龄较大的女性，多伴有自家免疫性疾病，血液中胰岛素受体抗体阻碍了胰岛素和受体结合
而发生胰岛素耐药性，胰岛素的治疗剂量可达到每天数百单位不等。
这类病人的胰岛素抗药性也可以自行缓解。
　　所有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病人，大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抗体。
进入体内的胰岛素和抗体结合，形成胰岛素-抗体复合体，胰岛素不能发挥其有效的降血糖作用，只有
当胰岛素-抗体复合物解体，释放出游离的胰岛素，才能发挥作用，大部分的胰岛素-抗体复合物被分
解破坏，失去释放自由胰岛素的机会。
抗体越多，胰岛素用量增加越多。
胰岛素用量可达数十或数百单位。
抗体延缓胰岛素作用时间并干扰了胰岛素作用的规律性，可以使胰岛素作用发生在不该发生之时。
例如胰岛素作用发生在夜间，就会出现低血糖反应。
这样造成的高血糖和低血糖交替出现的现象，可以严重损害B细胞功能。
胰岛素抗体可以在数日或数月后自然缓解，或者随产生抗体的因素消失而变化。
胰岛素抗体减少或消失后，胰岛素用量明显减少。
如果减药不及时，可以发生严重的低血糖。
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约有1/3的病人，在使用胰岛素治疗过程中，不产生胰岛素抗体。
　　产生胰岛素抗药性必须到医院，请专科医生，根据不同的疾病原因，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
如果因为胰岛素制剂不纯净引起病人体内胰岛素抗体增高，则可以换用抗原性最低的高纯度短效型人
胰岛素，有时中效型人胰岛素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好开始就使用短效型人胰岛素。
如果是因为胰岛素受体功能异常，可以加服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口服降血糖药物，如双胍类降血糖药
物和噻唑烷二酮类药物。
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不要怕胰岛素用量大。
一定要用足够的胰岛素把高血糖控制下来，才有可能缓解胰岛素抗药性。
　　近几年来，高纯度人胰岛素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
高纯度的胰岛素产生的抗体水平较低，胰岛素过敏反应和胰岛素耐药性明显减少。
但是，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区，也有医生报告了使用人胰岛素发生了胰岛素耐药性。
仔细分析，这些耐药性都是在病人合并严重的应激性疾病情况下发生的。
例如：老年病人严重的肺部感染，有1例病人因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在做透析治疗过程中，出现严
重的心律失常、心脏骤停、心肺复苏之后发生了严重的胰岛素耐药性，胰岛素用量达到2400单位。
不能不考虑到，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疾病本身就影响体内胰岛素的正常作用，发生急症后，体内应激
性激素的大量分泌、代谢性酸中毒以及抢救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糖皮质激素，严重的损害了胰岛素受体
功能，是身体反应性胰岛素抵抗产生的严重的胰岛素耐药性，而不是药物本身产生的胰岛素耐药性。
　　胰岛素抗体可以通过放射免疫检测技术测定。
但是，临床医生不能完全依据测定的抗体数值来调整胰岛素的使用量。
胰岛素抗体升高，胰岛素用量可能增加不明显，血糖就能得到良好的控制。
　　胰岛素治疗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药物的不良反应，而不是胰岛素的毒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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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糖尿病保健新概念》着重指出，糖尿病是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
《糖尿病保健新概念》在多处指出，这个病人、那个病人的意见，充分说明金大夫善于向病人学习，
所以进步很快，写的书不但通俗易懂，对病人教育指出了一个方向。
病人在治病中受尽苦难，在看此书后会问自己，医生能虚心求教病人，其目的是为着什么？
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着病人的利益出发。
医生得到病人耐心配合治疗后，治疗的效果就会显著提高。
希望医务人员与糖尿病病人一起，高高举起防治糖尿病的大旗，推动糖尿病防治工作能迅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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