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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利用血气分析仪与便携式血糖仪以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糖的相关性与偏倚!并探

讨其差异$方法
!

分别用
"NS/2#J&#2(***

血气分析仪&罗氏罗康全型便携式血糖仪及日立
:*C*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对
A*

例患者的动脉血液标本进行血糖浓度的检测!对检测结果做统计学处理!观察三者结果差异有无统计学

意义!并分析原因$结果
!

"NS/2#J&#2(***

血气分析仪&罗氏罗康全型血糖仪与日立
:*C*

生化仪测定值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B

#$结论
!

同一实验室的检测系统应进行方法学对比和结果偏差评估!从而判断其临床

可接受性!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

"关键词#

!

血糖*

!

血气分析仪%

!

便携式血糖仪%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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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常发生一些患者在同一时刻使用不同的仪器测定

血糖的值相差较大#给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对糖尿病患者的用

药剂量%带来影响)为探讨各种仪器检测血糖结果的可比性#

本试验按照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X!!7Q

%的

N/@

一
-)

文件+

'

,的要求#利用本实验室日立
:*C*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罗氏罗康全型便携式血糖仪血糖分析仪和
"NS

/4NSTN4(***

血气分析仪
(

种检测系统#对血糖结果之间的

差异进行方法学对比及偏差评估#探讨不同检测系统间对同种

检测项目的测定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从而为临床判断检验结

果的可接受性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8$

!

材料

$8$8$

!

仪器及试剂
!

检测系统一!日立
:*C*

型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所用试剂为四川迈克试剂及英国朗道校准液$批号为!

B(:ZX

%#质控品为美国伯乐公司所生产低值和高值质控物$批

号分别为!

ABBC'

(

ABBC(

%)检测系统二!美国
"NS /2#J&3

#2(***

血气分析仪)所用试剂为原装试剂包$批号!

**@BA,

%)

检测系统三!罗氏罗康全型血糖分析仪及配套试纸条)

$8$8/

!

标本采用本院呼吸内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动脉血

A*

例)

$8/

!

方法

$8/8$

!

按
N/@3-)

文件要求测定血糖)每次实验前#分析系

统均需进行高*低值质控的测定且均在控#以保证所有对比实

验数据准确可靠)

$8/8/

!

标本处理
!

将全部标本分别用
(

种检测系统按顺序

'

!

A*

号进行测定)再重复测定一次)应在
)0

内用
(

种检测

系统对该批标本分别进行测定)记录检测结果)并对测定结

果行统计学分析)

/

!

结
!!

果

A*

例标本的血糖测定结果及有关统计学参数见表
'

)

表
'

!

三种仪器检测血糖结果比较

仪器 血糖$

JJ<;

"

7

%

罗氏血糖仪
B8:P*8)

%

日立
:*C*

生化仪
B8C:P*8':

)

"NS

血气分析仪
B8CP*8')

)

!!

注!

% 与) 比较#

79)8)A

#

!

#

*8*B

(

% 与) 比较#

79'8:B

#

!

#

*8*B

(

)与)比较#

79'8)C

#

!

#

*8*B

)

'

!

讨
!!

论

)**@

年
''

月在北京召开的
)**@

年糖尿病国际论坛上首

次公布了我国最新的大中城市糖尿病患病率调查结果!我国城

市人口中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在进行年龄标准化校正后已达

@8:V

#由此推测中国糖尿病患者数已达
@)A*

万+

)

,

)目前实

验室采用多种方法如干化学和湿化学法#电极法或氧化酶法等

测定全血或血清$血浆%的葡萄糖浓度#其中血糖仪用血量少#

使用毛细血管和静脉全血均可#检测速度快#$下转第
A'*

页%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ZQ.'

的多态性影响
)

型糖尿病的遗传易感性)

)**C

年在

)***

例荷兰高加索人的
ZQ.'

和
)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中

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

本项目进行中国汉族人中
ZQ.'

基因的遗传多态性与
)

型糖尿病和$或%代谢综合征的研究#拟通过该实验来探讨深圳

汉族人种的
ZQ.'

基因的遗传多态性与
)

型糖尿病的发病风

险是否相关)结果显示#

QX/2%(:(::C:

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

因频率糖尿病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8*)B

%#相对风险

分析显示#

!

等位基因携带者$

1!d!!

%患糖尿病的风险是

11

纯合子的
(8)B

倍$

%S9(8)B

#

@BV:D

!

'8AA

!

:8AC

%#提示

QX/2%(:(::C:

等位基因可能与我国深圳汉族人
)

型糖尿病高

度相关)

尽管
ZQ.'

等位基因在现今的研究有少量风险性#但它对

这个特定的人群有重要的影响)国外有研究报道在芬兰人中

ZQ.'QX/%2%)*:(,BB

#

:BV

的标本携带
-

等位基因#它将对

该人群中的
'AV

有患病风险性)这就意味着这个种群没有这

种基因的
QX/

#

)

型糖尿病发生率将降低
'AV

)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的研究初步显示在深圳汉族人群中在

ZQ.'

中
2%(:(::C:

作为主要等位基因#与糖尿病发病风险高

度相关)

QX/2%(:(::C:

基因多态性的检测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对糖尿病的早期干预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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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和易感基因研究的进展+

\

,

8

现

代生物医学进展#

)**@

#

@

$

C

%!

'BC*3'BC'8

$收稿日期!

)*''3*C3*,

%

$上接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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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内可报告结果#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可随身携带自我监测

血糖浓度)目前已普遍用于临床)血糖仪的准确性应与已经

建立的实验室方法比较+

(

,

)

本实验中按方法来分#罗氏血糖分析仪采用的是干化学

法#血气分析仪和全自动生化仪虽然都是湿化学法#但是前者

采用的是电极法#后者采用的是氧化酶法(按照标本的不同来

分#罗氏血糖仪和血气分析仪都是使用全血标本#而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使用的是血浆标本)虽然从方法和标本类型上有差

别#但是从本实验的表
'

中可以看到罗氏血糖分析仪与日立

:*C*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测血糖结果经
7

检验提示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8*B

%#说明这两种仪器测定血糖结果较一

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表
'

中可看到血气分析仪所测血糖

结果与罗氏血糖分析仪及日立
:*C*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测

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B

%)

血糖测定的方法和仪器的种类繁多#有学者表示#除做好

各仪器的室内质量控制外#应建立参考实验方法#将其他仪器

测定的结果与参考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使各仪器间的结果有

可比性#更准确*可靠+

A3B

,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便携式血糖仪应

照有关规定严格管理#才能保证其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

,

)因

此#临床上应用不同的检测系统对其进行测定#找出其差异性#

以比较测定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从而为临床判断检验结果的

可接受度提供依据#以便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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