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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末梢血检测糖化血红蛋白的临床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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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用指端末梢血与用静脉血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N0$D

#的结果的可比性以及用末梢血检测

(N0$D

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方法
!

!$$

例研究对象同时取末梢血与静脉血!用
M4fM-V/

全自动
(N0$D

分析

仪检测
(N0$D

!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对其中
$*'

例
*

型糖尿病"

<*4O

#患者的末梢血
(N0$D

结果做血糖

控制水平分析%对
$"

例
<*4O

患者在全天不同时间段取末梢血检测
(N0$D

!与早晨空腹时结果作对比分析%

结果
!

用指端末梢血与用静脉全血检测
(N0$D

的结果相关性显著"

5̂ %6+111

!

0^%6$**_%6+''K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I %̂6$*

#%

$*'

例
<*4O

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有
*'623

控制理想!

!*6!3

控制一般!

#%6$3

控制效果差%

同一天不同时间段用末梢血做
(N0$D

检测的结果与早晨空腹的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6*'

$

I^%6!2

$

I %̂6!!

$

I %̂6**

$

I %̂6*#

$

I %̂6#*

#%结论
!

用末梢血可以代替静脉全血检测
(N0$D

用于糖尿病的筛查$诊断

和监控%

!关键词"

!

糖化血红蛋白&

!

末梢血&

!

静脉血&

!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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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饮食的丰富以及生活规律趋于现代化#运动量相对减少#老

龄人口增加#致使我国的糖尿病患者逐年快速增加,糖化血红

蛋白&

(N0$D

'检测作为糖尿病的筛选(诊断(血糖控制(疗效考

核等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认可#利用
(N0$D

来监控糖尿病患

者的血糖控制水平#诊断或辅助诊断糖尿病已经成为临床上的

一种趋势*

$

+

,本文通过用指端末梢血在稀释模式与静脉血在

全血模式下检测
(N0$D

的结果对比以及在同一天不同时间段

用末梢血检测
(N0$D

的结果对比#以探讨用末梢血检测

(N0$D

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6>

!

标本来源
!

本院
*%%+

年
+

!

$*

月健康体检者
$1#

例#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22

岁#为本院体检各项指标正常#

无糖尿病和心(肝(肾性疾病以及其他疾病的健康体检者)

*

型

糖尿病&

<*4O

'患者
$*'

例&符合
$+++

年
e(5

诊断标准'#

男
'+

例#女
#1

例#年龄
*2

!

''

岁,

>6?

!

试剂与仪器
!

美国
MI8J?9M4fM-V/

基于亲和层析
&

高

效液相色谱&

0)&(M-)

'检测技术的全自动
(N0$D

分析系统

以及配套的原装试剂(校准品及质控品,

>6@

!

方法

>6@6>

!

采全部研究对象早晨空腹时肘静脉血
*J-

#

,4<0

抗

凝,同时用一次性毛细管采集指端末梢血#用
M4fM-V/

(N0$D

分析仪专用稀释液按
$%%

倍稀释&

*%

#

-

末梢血加

$+1%

#

-

稀释液',

>6@6?

!

对
M4fM-V/(N0$D

分析仪进行系统校准#并保证

其为在控状态#末梢血用稀释模式#静脉血用全血模式检测

(N0$D

的含量#结果参照美国
(N0$D

标准计划标准,

>6@6@

!

随机选取
(N0$D

检测结果小于
'6%3

(

'6%3

!

$%6%3

(

&

$%6%3

的
<*4O

患者各
"

例#分别在早餐前
!%

J8:

(早"午"晚餐后
$B

(早"午"晚餐后
*B

采集指端末梢血做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NOC@)E8:

!

W=TCJNCI*%$%

!

Z=E6'

!

W=6*$



(N0$D

检测,

>6A

!

统计学方法
!

测定数据采用
/M//$!6%

统计分析软件包

对全血模式和稀释模式的测定结果进行直线回归相关分析)采

用配对
@

检验比较两种模式测定的结果有无统计学差异)对

$*'

例
<*4O

患者的末梢血
(N0$D

检测结果做血糖控制水平

的构成分析,采用配对
@

检验比较在全天不同时间段与早餐

前
!%J8:

用末梢血做
(N0$D

检测的结果有无统计学差异,

?

!

结
!!

果

?6>

!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用末梢血与静脉血检测
(N0$D

的

结果相关性显著&

5̂ %6+111

'#直线回归方程以末梢血结果为

0

#静脉全血结果为
K

#

0 %̂6$**_%6+''K

,

?6?

!

测定结果数据经配对
@

检验可知#用末梢血与静脉血检

测
(N0$D

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6$*

'#见表
$

,

?6@

!

$*'

例
<*4O

患者
(N0$D

结果的血糖控制水平分析见

表
*

,

?6A

!

同一天
$"

例
<*4O

患者早"午"晚餐后
$B

(早"午"晚餐

后
*B

的末梢血
(N0$D

检测结果与早晨空腹的结果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I^%6*'

(

I^%6!2

(

I^%6!!

(

I^%6**

(

I^

%6*#

(

I %̂6#*

'#见表
!

,

表
$

!

末梢血与静脉血的
(N0$D

比较%

H\F

'

( !̂$$

&

类别
(N0$D

&

3

'

末梢血与静脉血结果比较

@ I

末梢血

静脉血

26!'\$62!

26!+\$62"

X$6"' %6$*

表
*

!

<*4O

组末梢血
(N0$D

结果血糖

!!!!

控制水平分析%

( $̂*'

&

末梢血
(N0$D

&

3

'

(

构成比&

3

' 控制评价

$

26" !" *'62

理想

26"

!

'6" #$ !*6!

一般

&

'6" "$ #%6$

效果差

表
!

!

同时间段
<*4O

患者末梢血
(N0$D

结果与

!!

早晨空腹的结果比较%

H\F

'

( $̂"

&

时刻
末梢血

(N0$D

&

3

'

与早餐前
!%J8:

结果比较

@ I

早餐前
!%J8: 1611\*6#$ X X

早餐后
$B 161!\*6*+ $6$# %6*'

早餐后
*B 161"\*6#% %6+# %6!2

午餐后
$B 16+!\*6"% X$6%* %6!!

午餐后
*B 161"\*6!1 $6*+ %6**

晚餐后
$B 16+$\*6#" X$6*! %6*#

晚餐后
*B 161$\*6*+ %61! %6#*

!!

注!

X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N0$D

是血红蛋白经过非酶糖化而生成的,血红蛋白
*

条
'

链氨基端的缬氨酸与葡萄糖非酶化结合形成
/DB8HH

碱#通

过
0JF@=I8

重排列生成酮胺#为不可逆反应#故
(N0$D

水平

与血糖浓度呈正相关,由于红细胞在血液循环中的寿命约为

$*%@

#半衰期为
2%@

#因此
(N0$D

能够准确反映
1

!

$*

周的

血糖总水平#不易受血糖临时变动及急性改变的影响*

*

+

,而血

糖检测的结果只能够反映瞬间血糖变化#容易受到多种因素影

响#波动大#一般需要多次检测才能明确血糖的真正变化,目

前大多数医院都是早晨空腹采静脉血样本做
(N0$D

检测#而

本院所使用的
M4fM-V/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在操作指引里

就说明可以使用末梢血在稀释模式下检测
(N0$D

,经过对比

分析#本研究发现用末梢血在稀释模式与静脉血在全血模式下

检测
(N0$D

的结果无明显差异且有显著相关性,同时本文做

了在同一天不同时间段用末梢血检测
(N0$D

的对比分析#表

明用末梢血检测
(N0$D

的结果不受时间段以及饮食的影响,

糖尿病患者必须长期监测
(N0$D

#用末梢血代替静脉血检测

(N0$D

#能够让患者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有研究指出#

(N0$D

检测较空腹血糖(餐后
*B

血糖具有更高的敏感性#更能早期

诊断糖尿病*

!

+

,中年以上人群的体检者进行
(N0$D

检测可以

及早发现血糖异常#及时发现糖尿病*

#

+

,取末梢血检测

(N0$D

不受时间及饮食的限制#患者可以随到随查#更方便在

人群中筛查糖尿病患者,

*%%*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已将
(N0$D

作为监测糖尿病血

糖控制的金标准#对
(N0$D

应用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即所有糖

尿病患者均应常规测定
(N0$D

#测定值作为糖尿病长期治疗

控制中的一部分#这样在提高糖尿病诊断水平(血糖控制(慢性

并发症的防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

+

,亚太地区

<*4O

政策组制定并颁布的控制目标#

(N0$D

$

26"3

为控制

理想#

(N0$D

在
26"3

!

'6"3

为控制一般#

(N0$D

&

'6"3

为

控制效果差#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如调整治疗方案等,本研

究显示#本院
<*4O

患者血糖控制理想者占
*'623

#血糖控制

一般者占
!*6!3

#仍有
#%6$3

的患者血糖控制效果差,国际

糖尿病联盟也建议糖尿病患者
(N0$D

控制标准应小于
26"3

#

对于糖尿病患者建议每
*

!

!

个月检测一次
(N0$D

,

(N0$D

不但可作为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的重要监测指标#而且与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及发展有密切关系#

(N0$D

的控制

水平直接影响到糖尿病患者的长期预后*

2

+

,糖尿病患者并发

症的发生与糖尿病的血糖控制水平有关#严重的急慢性并发症

是其最终危害和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长期将血糖控制

在一个良好的水平是防止和延缓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发生的

关键#而良好的血糖控制可以用末梢血检测
(N0$D

代替频繁

的血糖检测#这对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极为重要#有

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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