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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临床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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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
L(MF

例本实验室接收标本的糖化血红蛋白"

]:P%*

#检测结果的频数分布&并对
M(

例糖

尿病患者同一天检测
]:P%*

!空腹血糖"

#/:

#及餐后
(+

血糖"

(+C>"

#!探讨其相关性!进一步明确糖化血红蛋白

在糖尿病治疗上的监测价值%方法
!

>KJ$BPI P̂BKPT!

'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标

本的糖化血红蛋白含量&

>W'c8PT9g()

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葡萄糖氧化酶电极法检测标本中的葡萄糖

含量%结果
!

L(MF

例
]:P%*

结果的频数分布
CA)

对应的
]:P%*

含量为
MDAY

%位于正常范围内的
]:P%*

GD)Y

#

MD)Y

有
FM%

例!占总人数
(FDAY

&

]:P%*

在
MD)Y

#

HD)Y

控制范围内有
%M%%

例&

]:P%*

含量大于
HD)Y

以上!属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未达到标准有
MFO

例!占总人数
(%DLY

%同一天
]:P%*

与餐后
(+C>"

的相关性更

密切%结论
!

本院临床医生能较合理利用该检测项目!来本院接受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P%*

大都控制在较好的

水平%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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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

糖化血红蛋白&

!

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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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缬氨酸的氨基与

葡萄糖的羧基缩合形成不稳定的
&+/??a<

碱#继而通过
P07$

4-,/

转位#分子重排形成稳定的酮胺即糖化血红蛋白
]:P%*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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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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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葡萄糖发生缓慢)非酶促

反应形成的复合物称为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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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率与红细胞外的葡萄糖浓度成比例#

]:P%*

是
"]:

中研究最广泛的一种+

%$(

,

*

]:P%*

含量越高

表示血糖与血红蛋白的结合越多#糖尿病病情也越重#血糖是

通过弥散的方式进入细胞内的#无须胰岛素参与*血糖与血红

蛋白的结合过程在红细胞死亡之前一直存在#故体内衰老红细

胞比新生红细胞的
]:P%*

#含量约高出
%DA

倍#每一个红细胞内

都有血红蛋白#而红细胞的寿命为
%()4

#半衰期为
M)4

#所以

]:P%*

比例#能反映测定前
%

#

(

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因而已

将
]:P%*

监测作为糖尿病疗效判定和调整治疗方案的0金标

准1*

]:P%*

的由于在血中浓度稳定#不受瞬时血糖浓度的干

扰#是糖尿病&

I8

'患者血糖控制的可靠观察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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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DDD

!

对象
!

福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O

年
(

月到
())H

年
%

月#接收的糖尿病及疑是病例#共
L(MF

例#其中男
%MOH

例#女

%AF%

例*年龄最小
F

岁#最大
F%

岁*其中
M(

例同一天检测

]:P%*

#空腹血糖和餐后
(+

血糖*

DDE

!

仪器与试剂

DDEDD

!

美国
>KJ$BPI P̂BKPT!

糖基血红蛋白分析仪#及

配套试剂)标准品)质控品*

DDEDE

!

>2*607.9g()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其配套电极法

血糖试剂&葡萄糖氧化酶
AF)X

"

09

#碘化钾
)D)G0-3

"

09

#乙

醇
%)Y

#美国贝克曼公司生产'*标准液!美国贝克曼公司生

产的电解质三个水平定标液*质控品!每天至少两个水平的室

内质控一次*

DDF

!

方法
!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标本的
]:P%*

含量(采

用葡萄糖氧化酶电极法检测标本中的葡萄糖含量*

E

!

结
!!

果

L(MF

例
]:P%*

结果的频数分布
!A)

对应的
]:P%*

含

量为
MDAY

*位于正常范围内的
]:P%*GD)Y

#

MD)Y

有
FM%

例#占总人数
(FDAY

(

]:P%*

在
MD)Y

#

HD)Y

控制范围内有

%M%%

例(

]:P%*

含量大于
HD)Y

以上属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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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标准有
MFO

例#占总人数
(%DLY

&详见图
%

'*

图
%

!

L(MF

例
]:P%*

频数分布图

对
M(

例糖尿病患者同一天检测
]:P%*

#空腹血糖&

#/:

'

及餐后
(+

血糖&

(+C>"

'#探讨其相关性*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

]:P%*

与
#/:

的相关系数
"

%

E)DMMG)LO

#

]:P%*

与

(+C>"

的相关系数
"

(

E)DOAAFHG

#同一天
]:P%*

与
(+C>"

的相关性更密切&详见图
(

'*

图
(

!

]:P%*

与
#/:

$

(+C>"

的相关性

F

!

讨
!!

论

]:P%*

是血中葡萄糖与红细胞的血红蛋白经过非酶缩合

而形成的产物#其主要形式为
]:P%*

#此外尚有
]:P%7%

)

]:P%7(

)

]:P%:

*

]:P%*

的合成缓慢并且相对不可逆*最新

PIP

&美国糖尿病联合会'指南认为#

]:P3*

控制在
GY

#

MY

为正常值#

MY

#

OY

为警示值#

%

HY

则要采取相应措施+

(

,

*

本研究显示本院
L(MF

例
]:P%*

结果的频数分布
!A)

对

应的
]:P%*

含量为
MDAY

*位于正常范围内的
]:P%*GD)Y

#

MD)Y

有
FM%

例#占总人数
(FDAY

(

]:P%*

在
MD)Y

#

HD)Y

控制范围内有
%M%%

例#占总人数
GFD(Y

(

]:P%*

%

HD)Y

以上

属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未达到标准有
MFO

例#占总人数

(%DLY

*临床医生能较合理利用该检测项目#不存在盲目开此

项目申请单#同时来院接受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P%*

大都控

制在较好的水平*

对
M(

例糖尿病患者同一天检测
]:P%*

)

#/:

及
(+C>"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P%*

与
#/:

的相关系数
"

%

E)DMMG)LO

#

]:P%*

与
(+C>"

的相关系数
"

(

E)DOAAFHG

#

(+C>"

比
#/:

跟
]:P%*

相关性更密切*

(+C>"

检测在
I8

疗效观察上优

于空腹血糖*长期以来
I8

实验室监测常用指标为
#/:

)

(+C$

>"

和尿糖等*但由于血糖波动较大者#只有
%

#

(

次测定结

果#不能说明较长时间内病情的全貌#这给制定合理的治疗方

案#带来了一定困难#

]:P%*

的检测弥补了这一不足*

]:P%*

随平均血糖变化而变化#可以反映出患者在抽血化验前
G

#

M

周之内#一段时间的血糖平均水平+

L

,

*据统计#我国
O)Y

以上

的
(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达标#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血管疾

病发生#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餐后与空腹血

糖只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P%*

才是国际公认的糖尿病监

控的标准*血糖严格控制的糖尿病患者#其
]:P%*

$

HY

#可使

视网膜病变下降
OMY

#肾病变下降
AMY

#神经系统病变下降

M)Y

#心血管病变下降
G%Y

*

]:P%*

每下降
%Y

#可导致微血

管并发症下降
LAY

*故
]:P%*

检测对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

变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G$A

,

*

]:P%*

除了判断血糖控制情况外#还对很多病情有指导

意义*&

%

'对昏迷患者的鉴别!在脑血管急症时#由于应激反映

可以使血糖增高#但糖基化正常#若增高可能是糖尿病昏迷*

&

(

'

]:P%*

很高的患者要警惕酮症酸中毒的发生*&

L

'对妊娠

糖尿病仅测定血糖是不够的#一定要监测
]:P%*

#使其
]:P%*

保持在小于
HY

#这样会避免巨大胎儿#死胎的发生*&

G

'指导

糖尿病治疗#研究发现
]:P%*

与血糖浓度呈明显正相关#

]:P%*

每增高
%Y

#则
%

#

(

月前的血糖平均水平约增高
%DA

00-3

"

9

#也就是说#

]:P%*V%DA

等于近
(

个月的血糖平均水

平#也可以用公式计算#平均血糖&

0

@

"

49

'

ELOV

&

]:P%*d

GDAA

'*如
]:P%*

为
%(Y

#则近
(

个月的空腹血糖
ELOV

&

%(

dGD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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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AD(00-3

"

9

*此计算法只适

用与空腹血糖高的患者血糖预测*再用推算值与同一标本的

空腹血糖值对比#可预测近期血糖控制的好坏*如
]:P%*

为

HY

#空腹血糖预测值应为
OD%00-3

"

9

#若空腹血糖高于
OD%

00-3

"

9

许多#表示近期血糖控制不好#可能与采血时紧张)劳

累)晚餐进食过多)治疗不当)急性并发症等有关#需调整治疗

方案*反之#若
]:P%*

仍为
HY

#但空腹血糖低于
OD%00-3

"

9

许多#甚至正常#表示近期血糖控制良好#治疗对症#本着0效

不更方1的原则#治疗方案不变*尤此看来#同时测定血糖与

]:P%*

#可以更好地全面判断病情#指导治疗+

M

,

*血糖控制未

达目标#糖尿患者应每
L

个月检查一次
]:P%*

#血糖控制达到

目标的糖尿病患者应每年至少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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