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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金标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

FI3!A

$的应用%方法
!

选取
&%

例糖尿病患者全血标本!分别

用金标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FL2,

$测定全血
FI3!A

!并将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

用金标法"

\

$

测定
FI3!A

结果和
FL2,

法"

R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回归方程为
%]!#%%%$MY%#%($(

!

;]

%#54'

!

O

$

%#%!

#批内及批间不精密度小于
$O

%结论
!

金标法测定
FI3!A

结果和
FL2,

法一致!相关性良好!且

精密度高!操作简便!测定时间短!样本用量少!可用末稍血测定!仪器易携带!因此可作为床旁检验测定糖化血红蛋

白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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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组以慢性血糖水平增高为特征的代谢性疾

病)

!

*

#糖化血红蛋白$

FI3!A

&是血红蛋白和葡萄糖非酶促结合

产物#其含量可反映近
"

!

(

个月来的血糖平均水平+测定

FI3!A

在糖尿病的诊断和评价糖尿病控制方面#是一项具有

重要意义的实用指标)

"

*

+金标法采用微粒色谱法原理#是一种

简易,快捷的
FI3!A

测定方法#本文用金标法测定
FI3!A

的

结果与高效液相色谱$

FL2,

&法进行比较和相关性分析#现报

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例样本取自本院门诊及住院糖尿病$

VX

&

患者#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555

年
VX

诊断标准#抽静脉血
"

C2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每个标本先用
FL2,

法后用金

标法测定+

$#/

!

仪器与试剂
!

金标法!采用挪威
S

N

A6,/@HQ:/H:@

(

多

功能全定量特种蛋白金标测定仪#配套的
FI3!A

测定试剂盒%

FL2,

法!采用
1KP0Q3VV0!%FI3!A

测定仪及配套试剂+

$#'

!

方法
!

金标法测定!采用微粒色谱法原理#首先加
$

$

2

全血于试剂
Q!

的试管中#混匀#放置
"C78

后用吸管吸取
"$

$

2

悬液到反应板的反应孔中部#让悬液渗入滤膜#

!%;

后
"$

$

2

洗涤液
Q"

于反应板#让洗涤液完全渗入滤膜后#

$C78

内

用仪器
S

N

A6,/@HQ:/H:@

(

读取结果#仪器操作参照相应操作

规程%

FL2,

法测定!将样本放入试管架后#按照
1KP0Q3VV0

!%FI3!A

测定仪操作规程进行测定+

$#1

!

统计学方法
!

用
+L++!(#%

软件处理#所有的测定结果

用配对资料
7

检验#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

!

结
!!

果

/#$

!

&%

例标本测定结果$

O

&金标为$

5#')i"#44

&#

FL2,

法

为$

5#'"i"#4%

&#所有结果配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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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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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测定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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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法测定
FI3!A

批内和批间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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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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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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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间

均值
>V

正常
"% $#) (#4 $#4 &#"

升高
"% 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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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试验
!

选取正常值标本和升高值标本各一个#用

金标法连续测定
"%

次计算批内不精密度#连续测定
"%H

计算

批间不精密度$

>V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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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
!

以
FL2,

法测定结果为
M

#金标法测定结

果为
%

#计算回归方程为
%]!#%%%$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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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法测定结果和
FL2,

法有良好的相关

性#见图
!

+

图
!

!!

两种方法测定结果线性回归图

'

!

讨
!!

论

FI3!A

作为糖尿病患者近期血糖控制指标#专家建议#如

果
VX

患者血糖控制达到标准#并且血糖控制状态较为平稳

时每年至少应该接受
"

次
FI3!A

检测)

(

*

+目前
FI3!A

的检

测方法有离子交换层析法,电泳法,亲和层析法,免疫法,酶法,

床旁检验$

LP,*

&等)

&

*

#其中
FL2,

法准确度度高#重复性好#

是
FI3!A

测定的参考方法#美国临床化学协会
FI3!A

标准化

分会和
KW,,FI3!A

标准化工作组建议#以
FL2,

法作为检

测
FI3!A

的金标准#并希望以此使大多数的实验方法能够参

照.指定方法/实现标准化)

$

*

+金标法采用微粒色谱法原理#是

快速检测
FI3!A

的一种方法+本文用金标法测得
FI3!A

结

果与
FL2,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两种方法的

测定结果一致#而且金标法与
FL2,

法呈良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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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内和批间
>V

均小于
$O

#和邱方等)

)

*研

究结果一致#符合美国临床实验标准化委员会文件的批内批间

不精密度水平要求+金标法测定
FI3!A

标本用量少$只需
$

$

2

全血&#也可以用末梢血代替#标本测定时间短#操作简便#

可以作为
LP,*

测定
FI3!A

的方法#同时因设备要求较低#

价格相对低廉#适合基层医院开展
FI3!A

项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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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血常规参数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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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加强精神病患者的系统管理!及时纠正与处理不良因素!预防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期间!患者血

常规异常现象的发生%方法
!

对
"%%

例"

!%

!

$$

岁$精神病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前进行血常规检测!

"%%

例健康

体检人员血常规检测!精神病患者服药两周后血液常规检测!并对白细胞"

1̂,

$(红细胞"

Q1,

$(血红蛋白"

FI

$(血

小板"

L2*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精神病患者的血常规
&

项!在服药前与健康体检人员接近!服用抗精神药物后!

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特别是
1̂,

和
FI

!而且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
1̂,

(

Q1,

(

FI

(

L2*&

项下降的比例增

加!降低的程度增大%结论
!

精神病患者应定期进行血常规检测!并注意饮食!补铁和适当进行体育锻炼%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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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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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过程主要是在血微环境中进行的#并受造血微环境,

造血生长因子,白细胞介素,神经体液因子的调控+抗精神病

药物可使机体的糖类,脂类,蛋白质代谢发生严重障碍#机体的

免疫,内分泌也发生改变#各种参与调节造血的细胞因子也发

生变化#可以引起粒细胞减少#低色素小细胞贫血#再障等造血

系统疾病#致全血细胞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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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患者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首次入

本院治疗#符合2中国精神障碍与诊断标准3第
(

版$

,,XV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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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患有精神障碍疾病
"%%

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其

中男
!"'

例#女
4"

例#年龄
!%

!

$$

岁#平均$

""i)#$

&岁#健康

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i$#'

&

岁+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别的构成比,年龄等一般资料统计学分

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O

%

%#%$

&#具有可比性+

$#/

!

仪器与方法

$#/#$

!

仪器
!

深圳迈瑞
1,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

方法
!

抽取本组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
"C2

#注入乙二

胺四乙酸二钾$

.V*30f

"

&抗凝血管混匀#与血细胞计数仪+

按照仪器操作规程严格进行操作#测定血常规参数白细胞

$

1̂,

&,红细胞$

Q1,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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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截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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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采用统计学软件
+L++!"#%

建立数据库#

通过
7

检验和卡方检验分析#

O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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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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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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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服药前和健康对照组血常规参数的比较
!

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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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服药前和服药
!

周后血常规参数的比较#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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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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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服药前和健康对照组血常规

!!!

参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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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服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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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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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服药前和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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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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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服药前和服药
"

周后血常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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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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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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