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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糖化血红蛋白对糖尿病诊断及监测的临床意义

李慧萍!安玉英!沙拉买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O</B

#在糖尿病诊断及监测中的意义$方法
!

在
7K

E

J

F

I:<d*%2''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O</(

及血糖"

[Wd

#含量$其中!正常对照组
0%

例!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

例!

%

型糖

尿病"

X6++3

#组
$2

例$结果
!

X6++3

组血糖及
!O</B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Wd

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

J

#

'4'/

#!而
!O</B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4'/

#$

[Wd

水平越高
!O</B

含量越高"

J

#

'4'/

#$

!O</B

随血糖变化而变化!两者之间呈正相关性$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随
!O</B

水平升高而升高"

J

#

'4'/

#$结论
!

!,<6(

是监测糖尿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良好指标!对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的鉴别诊断也有一定意

义$

!关键词"

!

糖尿病'

!

血糖'

!

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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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龄化#糖尿病的患病

率也不断增高#糖尿病已日益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康#治疗和

防治糖尿病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糖尿病是由胰岛素相

对或绝对不足引起的一种复杂的代谢性疾病)病情重者常伴

有各系统代谢紊乱#出现一系列并发症#可致死亡)本文通过

对正常人群#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者和
%

型糖尿病&

X6++3

'

患者血液糖化血红蛋白&

!O</B

'及血糖&

[Wd

'之间关系的分

析#探讨
!O</B

在糖尿病诊断和监测中的意义)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样本来源
!

/%/

例血液标本取自医院门诊体检者以及住

院治疗患者#男
2$

例#女
0.

例#年龄
%1

!

&.

岁#其中正常对照

0%

例均无糖尿病病史(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者&术后
%%

例'#

X6++3

患者
$2

例)

A4B

!

样本采集
!

[Wd

测定抽静脉血
%JW

于干燥真空试管中

分离血清后
%H

内检测完毕(

!O</B

测定!抽
%JW

静脉血于

Q+=<*c%

抗凝管中混匀离心全血取血细胞层测定)

A4C

!

试剂与仪器
!

[Wd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

[7+

'法#试剂采

用河北保定提供的血清葡萄糖测定液体试剂#每天用
7K

E

J

F

I:

质控血清带点做室内质控#测定值在靶值范围内再测定)

!O</B

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试剂采用四川迈克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液体试剂盒)按仪器和试剂盒说

明操作)在
7K

E

J

F

I:<d*%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Wd

*

!O</B

含量)

B

!

结
!!

果

B4A

!

X6++3

组与正常对照组及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Wd

*

!O</B

测定结果
!

见表
/

)

X6++3

组
[Wd

及
!O</B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Wd

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组而
!O</B

无显著差异)

$2

例
X6++3

患者中

[Wd

$

/' JJ>K

"

W-$

例#占
./405

#

!O</B

为&

//4.&a

-42/

'

5

(

.4/JJ>K

"

W

#

[Wd

#

/'JJ>K

"

W/.

例#占
%&5

#

!O</B

为&

&40%a-4/'

'

5

(

[Wd

#

.4/ JJ>K

"

W.

例#占

/'4$5

#

!O</B

为&

.4'2a/4&%

'

5

)可见
[Wd

越高#

!O</B

含量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

表
/

!

各组
[Wd

及
!O</B

测定结果

分组
+ [Wd

&

JJ>K

"

W

'

!O</B

&

5

'

正常对照组
0% 04$&a'40' -41'a'40%

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 24'$a040'

%

04/$a'40&

*

X6++3 $2 /%42'a04.%

%

//4%/a'4-.

%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J

#

'4'/

#

*

J

$

'4'$

)

B4B

!

!O</B

水平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
!

见表
%

)可见随

!O</B

水平升高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越高&

J

#

'4'/

')

表
%

!

!O</B

水平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的关系

!O</B

水平&

5

'

+

并发症+

+

&

5

',

!O</B

$

/' %1 /&

&

.%

'

.

#

!O</B

#

/' %/ //

&

-0

'

!O</B

#

. 2 -

&

/'

'

C

!

讨
!!

论

!O</B

是血红蛋白与血中己糖缓慢*连续的非酶促反应

的产物#其形成主要取决于血液中的
[Wd

浓度和作用时间的

长短+

/

,

)

!O</B

是血液中葡萄糖游离醛基与血红蛋白游离氨

基间的非酶缩合产物#体内葡萄糖不断与其结合#并随着
[Wd

变化而变化#其结合过程是缓慢持续且不可逆的过程#持续时

间与细胞寿命的长短呈正相关#可反映患者
%

!

-

个月的
[Wd

平均水平+

%*-

,

)本组对正常人群和
X6++3

患者的
!O</B

及

[Wd

间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X6++3

组
[Wd

及

!O</B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
!O</B

对糖尿病的诊

断有帮助)但有
//5

的患者
[Wd

水平正常而
!O</B

高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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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上限)这可能与红细胞平均寿命
/%'?

左右有关#故
!O</B

主要反映测定日期前
%

!

-

个月内受试者
[Wd

的平均水平#因

此可出现病情已控制的糖尿病患者的
[Wd

已恢复正常而

!O</B

仍然维持较高水平以及新生的糖尿病
!O</B

并不升

高的现象+

%

,

)本组结果提示#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随
!O</B

升高而升高#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这种病变发

生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与蛋白质的糖基化有关#蛋白质

糖基化的程度与
[Wd

浓度以及作用时间成正比#

!O</B

反映

患者较长期的
[Wd

水平#因此在监测糖尿病并发症方面有一

定意义)非糖尿病性
[Wd

升高组患者
[Wd

水平明显高于正

常对照组&

J

#

'4'/

'#而
!O</B

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J

$

'4'$

')术后患者由于受到刺激引起机体应激反应#

引起糖皮质激素*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等激素分泌和释放增

多#导致
[Wd

应激性升高)由于这种
[Wd

升高是一过性*暂

时性的而
!O</B

增高并不明显+

-

,

)这进一步说明了
!O</B

不受饮食*药物*手术创伤等因素的影响#是观察糖尿病患者一

个较稳定的指标#同时#

!O</B

也可应用于糖尿病与非糖尿病

性血糖升高的鉴别诊断)

综上所述#

!O</B

是观察糖尿病患者一个较稳定的指标#

与
[Wd

联合检测在临床上对观察糖尿病治疗效果#监测糖尿

病患者的发展转归及对治疗的适应性等方面有一定指导意

义+

0

,

#并且方法简便可行#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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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比较各种细胞学检查方法的阳性率及与组织病理学的分型符合率!探讨细胞学检查对原发性

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

回顾性分析经组织病理学确诊的原发性肺癌
//.

例细胞学检测结果!对纤支镜刷检物%肺

穿刺物%胸腔积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痰液等标本的细胞学检查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

纤支镜刷检物%肺穿刺物%

胸腔积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痰液等标本的细胞学检查阳性率分别为
2-4.05

%

2$5

%

.&4&15

%

%140/5

%

-/4'-5

!

纤支镜刷检物%肺穿刺物%胸腔积液的阳性率显著高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和痰液"

J

#

'4'/

#!而纤支镜刷检物%肺穿

刺物和胸腔积液之间!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与痰液之间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4'$

#$结论
!

$

种细胞学检

查对原发性肺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联合检测可大大地提高原发性肺癌的阳性率和分型诊断的准确率$

!关键词"

!

细胞学检查'

!

原发性肺癌'

!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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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检查因简便*经济*快捷*实用且准确率高而应用于

肺部肿瘤的筛查#不仅能鉴别良*恶性病变#大部分病例还可以

作出肿瘤的分型诊断#为临床及时提供诊断肿瘤的依据)本组

统计
%''.

年
/

月至
%''1

年
//

月经组织病理学确诊的
//.

例

肺癌患者的各种标本的细胞学检查结果并进行回顾性分析#现

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1

年
//

月在本院就

诊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原发性肺癌的病例
//.

例#男
1$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a/'

'岁)

//.

例患者标本痰液

//.

份#纤支镜刷检物
//'

份#肺穿刺物
%'

份#胸腔积液
0$

份#

肺泡灌洗液
-0

份#其中部分病例行同类标本多次送检或同时

行不同标本的细胞病理学检查)

A4B

!

方法
!

纤支镜刷检*肺穿刺物经临床医师采集送检#涂片

&

%

!

0

张'用
1$5

乙醇固定
/$

!

-'J9;

#行巴氏染色)肺泡灌

洗液标本以
%'''

!

-'''M

"

J9;

离心
/$J9;

#取沉淀物或黏液

丝部分涂片
%

张#潮干#用
1$5

乙醇固定
/$

!

-'J9;

#行巴氏

染色)胸腔积液标本以
%'''

!

-'''M

"

J9;

离心
/$J9;

#取沉

淀物或血性者取白细胞层涂片
0

张#涂片对半分别行瑞氏染色

及巴氏染色)痰标本采用
/H

内送检的新鲜痰液#选取血丝

痰*灰白色莲藕粉样痰及扯不断的黏液丝等有效成分#置于玻

片上#然后两张玻片相互抹开#厚薄以刚好能透过铅字为宜#潮

干#用
1$5

乙醇固定
/$J9;

#行巴氏染色#涂片干后用中性树

胶封片#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定性及分型诊断)

A4C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检验#在
]"]]/'4'

上进行统计分析)

B

!

结
!!

果

B4A

!

各标本细胞学检查结果#纤支镜刷检物*肺穿刺物和胸腔

积液的阳性率明显高于痰液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J

#

'4'/

'(

而胸腔积液*肺穿刺和纤支镜刷检物之间#痰液和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之间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4'$

'#见表
/

)

B4B

!

各标本细胞病理学分型诊断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的符合率

!

痰液阳性
-.

例#其中鳞癌
%/

例#腺癌
$

例#小细胞未分化癌

&

例#腺鳞癌
%

例#与组织病理学分型一致者
--

例#符合率

1/4.25

(纤支镜刷检阳性
&/

例#其中鳞癌
$/

例#腺癌
/&

例#

小细胞未分化癌
//

例#腺鳞癌
/

例#与组织病理学分型一致者

$&

例#符合率
2/4.5

(肺穿刺阳性
/$

例#鳞癌
%

例#腺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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