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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动态血糖关系研究

汤建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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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动态血糖关系研究%方法
!

选取
%""-

"

%"$"

年在本院门诊

确诊的糖尿病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进行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筛查!然后按照不同的流程进行口服

葡萄糖耐受度和糖化血红蛋白"

459$E

$检查%并对其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

研究检测结果表明
459$E

与动态血

糖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即随着血糖升高!

459$E

也升高%结论
!

对糖尿病患者的
459$E

实行监控!有利于提高

糖尿病控制的全面达标!减少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有着很大的临床诊断价值%

"关键词#

!

糖尿病#

!

糖化血红蛋白#

!

动态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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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居世界第
%

位#

患者数已经达到世界的
$

"

(

)随其而来的各种急慢性并发症

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糖尿病$

P)

&引发人体内的糖+蛋

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征#严重危害人

们的身心健康#临床上以高血糖为主要特点)由于血糖临床表

现常不典型#且空腹血糖$

\RZ

&也不是临床可以确认的指标#

单靠进行口服糖负荷实验筛选容易造成漏诊而耽误治疗#所以

临床上已逐渐将糖化血红蛋白$

459$E

&作为糖尿病筛选+诊

断+血糖控制及疗效监测的有效指标)本研究旨在探讨

459$E

测定与动态血糖之间的关系#得出二者是明显相关的#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患者
$%"

例#均为本院确诊的糖尿病患

者#其糖尿病诊断符合
$---

年
64Y

诊断标准#无胃肠道+肝+

肾等主要脏器严重疾病)这
$%"

例糖尿病患者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在
$,

"

,-

岁#平均年龄
($

岁#病程
&

个月至
$0

年#

$

型糖尿病
%%

例#

%

型糖尿病
-0

例)伴高血压
&1

例#伴冠心

病
%-

例#均符合以下标准!

%

次或
%

次以上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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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葡萄糖耐受度$

YZ::

&$空腹
$%@

后口服
,(

J

葡萄糖溶于

(""I/

&正常上限#空腹
('!II;C

"

/

#

$@$"'&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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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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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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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项或
%

项以上超过正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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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对所有患者进行血糖和
459$E

的筛查#然后按照

不同的流程进行
YZ::

和
459$E

检查)$

$

&

459$E

检测!糖

筛查异常的空腹
$"@

以上#于清晨空腹采集肘静脉血$抗凝

血&

%I/

#装于专用抗凝管混匀#用于测定
459$E

水平#以

OP:9#Q

%

抗凝#同时进行口服葡萄糖计算机编程
,(

J

筛查试

验)

459$E

水平测定采用美国雅培
955;??9̀ 3])

化学发光

分析仪进行检测#试剂盒由美国雅培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459$E

水平的测定以大于
!'"2

为阳性)$

%

&

YZ::

试验!糖

筛查异常者行
YZ::

#空腹
$"@

以上#次日清晨采集肘静脉血

查空腹血糖#然后将
("

J

葡萄糖溶于
%""I/

水中#

(IDG

内服

完#

$@

后抽静脉血#

YZ::

检测以服葡萄糖后
$@

血糖大于或

等于
,'0II;C

"

/

为阳性)血清糖值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

法#均采用日本岛津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

!

统计学方法
!

用
3R33$$'"

统计软件)记数资料采用
F

dI

表示#相关性比较用
0

检验#

A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YZ::

检测结果!空腹#

$

+

%

+

1@

的血糖是呈曲线#先上升

再下降#而
459$E

检测结果也显示血红蛋白随着血糖浓度的

走向呈曲线状#说明二者呈现正相关#见表
$

)

表
$

!

459$E

及
YZ*:

测定结果比较'

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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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空腹
$@ %@ 1@

459$E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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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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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两种检测方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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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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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作为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容易导致心+脑+肾等靶器

官的损害#威胁着患者的健康,

%

-

)

459$E

是糖基化血红蛋白

占总血红蛋白的比例#其参照物是从人红细胞中提取的

459$E

混合物)

459$E

包括
459$

和
459"

)而
459$

的主要成分是

459$E

#约占
0"2

#它是萄萄糖与
459

的
#

链缬氨酸残基缩

合而成#

459$E

的形成是不可逆的#其浓度与红细胞寿命$平

均
$%"H

&和该时期内血糖平均浓度有关#不$下转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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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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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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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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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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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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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假单胞菌是非发酵菌中最主要的检出菌#铜绿假单胞菌对亚

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他啶+阿米卡星有较

高的敏感性$

,"2

"

0"2

&#铜绿假单胞菌对所有的药物都有一

定耐药性#这和它复杂的耐药机制有关#有报道#铜绿假单胞菌

对碳青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性达
&"2

以上)鲍曼不动杆菌对亚

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性在
-"2

以上#但也存在
$"2

左右

的耐药率#头孢哌酮"舒巴坦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敏感率在

-"2

#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在
,"2

以上#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

动杆菌由于其复杂的耐药机制在临床感染病例的治疗中非常

棘手+掌握它们的敏感和耐药情况#对治疗非常有帮助)往往

不合理地经验用药会加快#加大它们的耐药性#使治疗更加困

难#临床医生需不断总结#配合药敏试验合理选药#嗜麦芽窄食

单胞菌因其天然的遗传因素#对碳青霉烯类天然耐药#药敏普

很窄#只对头孢吡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哌酮"舒巴

坦+磺胺类有
!"

"

0"2

的敏感性#细菌培养一旦发现#应严格

按药敏试验指导临床用药)

非发酵菌感染比例的上升#是不合理应用抗生素+患者免

疫力低下+机械污染+插入性操作等造成的获得性院内感染所

致#临床医生以及护理部应严格.消毒管理规范/.抗生素的合

理应用/#从而降低和控制非发酵菌引起的感染,

$$

-

)

非发酵菌中的泛耐药株的出现#和这些细菌复杂的耐药机

制有关#总的归纳为!$

$

&细菌外膜的通透性降低%$

%

&外排泵的

过度表达%$

&

&生物膜的形成%$

1

&细菌产生的灭活酶!

O3U/A

酶+

9I

>

*

#

#

内酰胺酶+金属酶#碳青烯酶等%$

(

&细菌的编码基

因通过转座子+质粒+整合子等可转移因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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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每天葡萄糖波动的影响#也不受运动或食物的影响#可反映

患者抽血前
!

"

0

周的平均血糖水平#可用于评估血糖控制效

果,

&

-

)血浆葡萄糖转变为糖化
45

与时间有关#血糖浓度急剧

变化后#在起初
%

个月
459$E

的变化速度很快#在
&

个月之后

则进入一个动态的稳定状态,

1

-

)血液中的葡萄糖与清蛋白和

其他蛋白分子
T

末端发生非酶促糖基化反应而形成平均非动

态血糖浓度$

Z3R

&)由于血清中清蛋白的半衰期约为
%$H

#所

以
Z3R

可反映患者过去
%

"

&

周平均血糖水平#在反应血糖控

制效果上比
459$E

敏感#但是测定
Z3R

监测的是短期血糖的

改变#因此#二者应结合应用而不是替代,

(

-

)二者均不受当时

血糖浓度的影响#可用来监测糖尿病患者过去一段时间内血糖

控制情况)

本组结果发现#研究检测结果表明
459$E

与动态血糖之

间的关系为正相关#即随着血糖升高#

459$E

也升高)所以对

糖尿病患者的
459$E

实行监控#有利于提高糖尿病控制的全

面达标#减少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有着临床诊断的很

大价值)

结果还表明#提示
459$E

检测更有助于指导糖尿病的筛

查+诊断#且其具有测定快速+简便+准确+取血量少+不易受其

他因素的影响的优点)

459$E

测定为糖尿病的监护提供了新

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筛查漏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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