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因此#建议吸烟者尤其是大剂量高烟龄吸烟者应定期检测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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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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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普遍存在着明显的脂类代谢紊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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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糖尿病患病率呈

上升趋势#同时开始趋于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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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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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随着病情发

展#常引起脂质代谢紊乱#脂质代谢紊乱是其慢性并发症的危

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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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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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不但要控制血糖#还要及早

进行血脂监测#给予药物干预#改善生活方式#积极预防和减少

"

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本文初步分析了
"

型糖尿病

患者血脂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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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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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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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组!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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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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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健康对照组!健康体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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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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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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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均由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仪器为日本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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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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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同时是冠心病的

独立致病因素,大量的实验与临床研究表明糖尿病血脂代谢

异常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直接致病因素#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血管并发症是糖尿患者的直接死因,所以糖尿病血脂代谢异

常引起的危害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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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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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把胆固醇从周围组织转运到肝脏

分解#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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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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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

患者普遍存在脂质代谢紊乱#而脂质代谢紊乱与其慢性并发症

密切相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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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不但要积极控制血糖#还要及早

进行血脂的各项指标监测#使用改善脂代谢的药物#延缓和减

少其慢性并发症的发生,

本文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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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存在着明显的脂类代谢紊

乱#而血脂代谢紊乱是
"

型糖尿病患者出现心血管并发症的重

要危险因素,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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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的诊治过程中#要严格

监测其血脂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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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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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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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有益于血糖)血脂的控制#而且有益于减少糖尿

病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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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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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两种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之间的相关性!确保两种仪器测定结果的一致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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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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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测定结果作为参考方法的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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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测定结果为比对方法的测定值!用相关回

归分析比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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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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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结果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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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两组均数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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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高新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检测仪器

应用于临床血液检验#大大丰富了临床血液检测的手段#但方

法)仪器的多样性必然导致检测结果的差异,在同一实验室内

用不同方法学的实验仪器对同一检测项目进行检测时#由于仪

器不同#检测结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临床上容易对实验

数据产生困惑#也给检验科对临床结果的解释带来一定的困

难#本文就两种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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