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防治有 ‘五驾马车’： 饮
食治疗， 运动治疗， 糖尿病教育， 自我
监测血糖， 药物治疗。 如果再往上一层
就是精准防控， 个体化治疗， 通过对糖

尿病基因检测， 可以对健康人群进行糖
尿病的患病风险评估， 继而从运动、 饮
食等方面建立一套糖尿病个性化健康管
理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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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糖尿病，你还可以这样做
首先为大家解答关于糖尿病的几个

认知误区。

误区一： 糖尿病只有中老年
人才会得。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除了年龄、 生活
习惯以外， 还与遗传因素密不可分， 并
且在中国， 糖尿病患者亲属比非糖尿病
亲属患病风险高4-10倍， 如果父母中一
人患2型糖尿病， 则自己的患病风险是
40%， 如果双亲都是糖尿病患者， 则个
人患病风险会升高到70%！ 也就是说 ，
在相似的生活习惯下， 遗传风险高的人
群很可能会更早发病。

同时， 糖尿病发病年龄还跟基因有
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中华医
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贾伟平教授
表示， 每携带一个糖尿病易感基因， 糖
尿病发病年龄就提前0.8年。

此外， 由于当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
变， 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增多， 运动减
少， 糖尿病发病已经呈现了低龄化。 年
轻人中， 肥胖、 血脂高、 久坐生活方式
等危险因素， 直接导致糖尿病早已不是
中老年人的 “专属”。

误区二 ： 糖尿病没什么可
怕的， 平时生活多注意就行。

患了糖尿病的人群多数只是通过药
物进行控制， 但是仅通过药物是远远不
够的。 饮食、 运动、 睡眠、 膳食营养、

个性化体检方案等都是十分重要的， 并
且对每一个人来说， 这些并没有一个通
用的标准。 每个人基因不同， 其健康管
理方案也是不同的。 因此对每一个糖尿
病患者来说， 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方案是
十分必要的。

此外， 如果控糖工作做的不足， 就
会引发多种并发症， 如肾病、 心血管疾
病、 趾端坏死等等， 糖尿病的并发症复
杂且多样， 疾病的治疗手段也不一样，
一旦糖尿病引发多种并发症会大大增加
治疗难度。

误区三： 有糖尿病家族史的
人才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不仅是有糖尿病
家族史的人。 超重、 肥胖、 缺乏运动、
血糖血脂异常 、 高血压 、 动脉粥样硬
化 、 长期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或抗抑
郁药物治疗的人 ， 都属于糖尿病高危
人群 ， 如 果 通 过 基 因 检 测 发 现 自 身
糖 尿 病 遗 传 风险为高风险 ， 这样的
“遗传+环境” 双重危险将大大提高糖
尿病发生的概率 。 这类人群必须提
高警惕， 高度重视 ， 并通过调整膳食
营养、 改变生活方式、 增加体检频率等
多种方法 ， 规避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
素， 预防疾病的发生。 所以， 如果你是
个可爱的胖子， 糖尿病遗传风险也高的
话 ， 请别再任性了 ， 放下你手中的薯
条、 汉堡， 加强运动， 才能逃过糖尿病
的魔爪！

那么， 具体说来， 基因检测是如何
让自己远离糖尿病的呢？

科学研究显示， 与糖尿病相关的基
因 ， 如 FTO、 PPARG、 CDKAL1、
G6PC2等基因与中国人群糖尿病发病有
密切关系， 参与体内脂肪、 葡萄糖等能
量代谢及胰岛素调节等过程 。 这些基
因发生异常时 ， 将干扰胰岛素发挥正
常作用 ， 从而增加了糖尿病的患病风

险。 当我们了解了自己的遗传基因， 就
可以根据遗传基因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
提出预防措施， 从而延缓甚至避免被病
痛缠上。

如果家族中有糖尿病患者， 或者饮
食高糖高盐、 运动少， 或者患过妊娠糖
尿病……只要你想让自己及家人远离糖
尿病， 请为自己， 为家人做一个糖尿病
基因检测。

博奥颐和健康科学技术 （北京） 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博奥颐和） 隶属清
华医疗健康旗舰公司———博奥生物集团
有限公司， 是清华大学布局大健康领域
的健康管理旗舰公司。 博奥颐和与上海
第六人民医院合作开发了爱身谱糖尿病
基因检测， 它是通过中国人的特点所做
的中国人遗传基因芯片， 能够有针对性
的找出中国人糖尿病高危人群。 虽然在
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基因芯片， 但根据我

们的研究 ，由于种族不一样 ，遗传背
景也是不一样的，来自于白人预测糖尿
病的芯片在我们中国人当中预测的效果
非常差。 用中国人特点研发的芯片可以
比较精准的找出易患糖尿病的高危人
群。如果及早把这样的人群找到，有针对
性的从饮食调整、运动选择、安全用药、
常规体检等方面进行针对性预防， 我们
的早防就不可能是一句空话， 就可以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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