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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果糖胺测定作为糖尿病诊断单一指标可行性的研究

李元宏"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检验系
!

%!**%%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糖尿病确诊患者"测试组#及非糖尿病患者"对照组#进行血清果糖胺水平检测!评价该

指标作为糖尿病单一诊断指标的可行性%方法
!

采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

例糖尿病患者及
!%

例非糖尿病患者进

行空腹血糖$餐后
*B

血糖及果糖胺测定!比较两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及果糖胺结果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

测试结果表明!测试组果糖胺异常率达
+#6!3

!数值范围"

*6"$\%6!'

#

JJ=E

'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I

$

%6%"

#!测试组$对照组空腹血糖及餐后
*B

血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

%6%"

#%结论
!

开展果糖胺

试验可以反映患者测定前
*

!

!

周前的平均血糖水平!可作为糖尿病诊断筛查的灵敏指标%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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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

果糖胺&

!

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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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糖胺&

L;V

'又叫糖化血清清蛋白#是血液中葡萄糖与

清蛋白(膜蛋白及晶状体蛋白以非酶促反应结合的产物,反应

最近
*

!

!

周内的平均血糖水平#是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检测

的指标之一,通过对
!%

例糖尿病患者及
!%

例非糖尿病患者

血清
L;V

及空腹血糖浓度比较#探讨
L;V

在糖尿病诊断中

是否可以作为疾病诊断的单一指标,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糖尿病患者组&测试组'

!%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

岁#诊断标准采用美国糖尿病协会的标准*

$

+

,非糖

尿病患者组&对照组'共
!%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

岁#无

其他重大疾病#无近期服药史,

>6?

!

试剂与仪器
!

空腹血糖&

LUP

'(餐后
*B

血糖&

MUP

'采

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试剂盒由中生北控提供)

L;V

采用酮胺基

还原四氮唑蓝比色法#试剂盒由北京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学科技

中心提供,全部操作均在贝克曼
V:8)CE4g)2%%/

A

:DBI=:

自

动生化分析仪上完成,

>6@

!

方法
!

清晨空腹静脉采血#

*B

后静脉采血#标本均静置

*%J8:

后分离血清#测定
LUP

(

L;V

及餐后
MUP

,

>6A

!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均以
H\F

表示#两组间比较用
@

检验#

I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测试组和对照组
L;V

(

LUP

及
MUP

测定结果见表
$

,由

表
$

可见#测试组
LUP

值与
MUP

差异有显著性#餐后血糖测

定值明显高于餐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6%"

'#对照组

MUP

测定值明显高于
LUP

值#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6%"

'#测试组
LUP

(

MUP

(

L;V

测定值均大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I

$

%6%"

',

表
$

!

测试组与对照组
LUP

$

L;V

$

MUP

比较%

JJ=E

*

-

&

组别
LUP L;V MUP

测试组
'6"#\!62' *6"$\%6!' $*6#%\#61'

对照组
#6+2\%6"$ $6'1\%6*# 26$1\%6"1

@

!

讨
!!

论

糖尿病的临床诊断检查包括
LUP

(餐后血糖测定(糖耐量

检查(尿糖检查等,但是以上血糖测定只代表即刻的血糖水

平#而且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因此通过一次检测无法得出准

确结论#需进一步进行综合检测,

L;V

在血清中是以酮胺键

形式存在的糖化蛋白#浓度比较稳定#不受饮食(药物等因素的

影响#对血糖浓度的临时波动反应不灵敏#是诊断糖尿病和较

长时间血糖控制水平研究的良好指标*

*

+

,本文实验结果证实#

在测试组#由于饮食的影响#

MUP

浓度&

$*6#%\#61'

'

JJ=E

"

-

明显高于
LUP

浓度&

'6"#\!62'

'

JJ=E

"

-

,对于
L;V

与糖化

血红蛋白#虽然二者作为糖尿病患者监测与筛选指标在原理上

有着相似之处#但二者意义却具有根本区别,&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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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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