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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人群的空腹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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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归情

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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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徐州电力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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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人员

作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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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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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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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至
#)&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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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患
S][

的人数由
!1"

例增

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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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患病率由
&)#4

增加到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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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者分别占当年相应人群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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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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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切点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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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定义为空腹血糖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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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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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G7A

"

*

*

%

+

)

S][

下限切点的

调整将影响人群
]L[

正常与否的判断以及对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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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预防)为探讨应用
S][

不同下限切点及相应
S][

范围人群的

]L[

转归情况#本文对
%$$"

年来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

例人员中
]L[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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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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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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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了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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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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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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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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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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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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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已排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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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者%

%$$2

年均再次来本院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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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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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早晨采取空腹外周静脉血于真空采血

管中#分离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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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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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

R>@IGHF

原装

试剂,定标液,质控品(日立
"!1$

生化分析仪#日本和光试剂,

定标液,质控品)试剂,定标液,质控品均在效期内使用)

$)1

!

测定
!

标本分离后在当天测定结果#质控在控)

$)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T̂@>A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统计方法在文中相应部分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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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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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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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患
S][

的例数由
!1"

例增加到

"!%

例#增加了
%1$)"4

#患病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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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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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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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进行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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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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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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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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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
%$

例
]L[

(

")$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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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年
]L[

(

")$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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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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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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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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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例数的
#")(4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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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血糖上限#

%$$2

年该组
]L[

异常例数占当年
]L[

异常总

人数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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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下限由
&)!GG7A

"

*

下调到
#)&GG7A

"

*

使
S][

的患

者增加约
%)1

倍#这与相关报道
S][

的发生率增加
%

!

(

倍是

一致的*

(

+

)对于
%$$(

年
-/-

提出
S][

下限诊断标准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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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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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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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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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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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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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经过讨

论认为!确定切点应该从临床和公共卫生方面考虑#而不能只

考虑统计学结果(降低切点会引起
S][

发生率显著增长#从而

对个体危险预测和公共卫生系统造成显著影响(在预防不良转

归或进展为
/.

方面#无证据显示降低切点有益#决定仍坚持

`,+

的
S][

标准)

在
%$$"

年
]L[

处于
#)&

!

&)$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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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例中#

%$$2

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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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达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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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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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达到糖尿病

]L[

诊断标准#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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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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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的
#")(4

,

(3)#4

)如果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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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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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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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及早进行生活方式干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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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肥胖,血压及血脂等代谢异常#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

&

+

#有可能

控制其
]L[

水平#降低
S][

和
/.

发生的风险*

"

+

)体检医院

一般对受检者的异常结果才给出体检建议或进行适当干预#有

可能引起受检者的重视#关注自己的
]L[

(如果按
`,+

的标

准$

&)!GG7A

"

*

%作为正常血糖上限切点#将有可能将这部分

人群漏检#从而达不到以健康体检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

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目的)作者认为#

S][

下限切点调

至
#)&GG7A

"

*

在本地区健康体检中应用是可行的)

鉴于
]L[&)!

!

&)2GG7A

"

*

的
S][

与
/.

关系的强度要

高于
]L[#)&

!

&)$GG7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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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

#人们对其认知的程度不

同#并且 目 前 正 常 血 糖 的 上 限 仍 使 用
`,+

标 准 $

&)!

GG7A

"

*

%#所以要关注
]L[

处于
#)&

!

&)$GG7A

"

*

的人群#提

高该类人群对自己
]L[

水平的认识#引起他们关注自己的

]L[

变化#意识到可能存在的
/.

患病风险*

1

+

)

本次参检人群是以
%

年为间隔时间进行健康体检的#如果

适当减少体检的时间间隔#更早发现
]L[

的异常#可能对参检

人员的身体健康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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