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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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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K̂;"G

#分析前标本不同处理方式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收集
$

种

K̂;"G

水平的肝素抗凝全血!分别用
8%

#

*

全血
c+%%

#

*

试剂
#

和
8%

#

*

红细胞
c"%%%

#

*

试剂
#

用免疫比浊法

测定$结果
!

低%中%高值的
K̂;"G

用不同处理方式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在日常工作中应重视

K̂;"G

测定的标准化$

!关键词"

!

糖化血红蛋白&

!

处理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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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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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我国糖尿病&

0`

'患病率的增长速度令人震

惊)

8%%8

年#在全国营养状况调查过程中进行的
0`

流行病

学调查表明#我国城市
0`

患病率为
#,+.

#农村为
",/.

#推

算全国有患者
8%%%

多万)而时隔
&

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我国
8%

岁以上人群的
0`

患病率已达
3,-.

#推算患者约为

38%%

万例(糖尿病前期患病率达
"+,+.

#推算处于糖尿病前期

患者约
",#/

亿#这意味着我国糖尿病患者/后备军0人群庞大)

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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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反映测定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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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的平均血糖水

平)用
K̂;"G

来监测
0`

病情控制程度#根据监测结果#临

床医生可以采用饮食控制或有效药物等方法来制订正确的治

疗方案)

K̂;"G

是血红蛋白色谱分离中的一种成分)在健康人血

液中#

:_R

平均寿命&

"8%D

'一半时段中所测得的平均血糖浓

度与
K̂;"G

最吻合)因此可作为反映
0`

血糖水平控制的一

个观察指标)

8%%8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已将其作为监测
0`

血

糖控制的金标准)因为
K̂;"G

测定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临床

治疗的效果1

"

2

)所以本研究在实际工作中为探讨
K̂;"G

分析

前用不同处理方式测定结果的差异性#对
$

种不同水平的

K̂;"G

进行了试验)现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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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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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

定标液+质控品均由四川迈克公司提供)

B,C

!

标本来源
!

本院生化室收集
3-

例肝素抗凝新鲜全血)用

迈克公司提供的试剂进行测定)按照
K̂;"G

低+中+高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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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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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每批测定均带两

个水平的质控品测定)测定
K̂;"G

质控品时按照说明书复溶)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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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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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肝素抗凝全血#分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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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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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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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采用免疫比浊

法)用
1*̀ I!Y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测定时按

照说明书的操作程序进行#校准用试剂配套校准品+质控品为

配套的质控品)方法为终点法)样品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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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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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可

自动计算并打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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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采用
YIYY"$,%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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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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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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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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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标本的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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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处理方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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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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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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