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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0C/"F

$在健康体检者中的检出情况%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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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依据

年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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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其
0C/"F

浓度%结果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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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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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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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果高于正常范围!其中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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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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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在健康体

检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加!

0C/"F

检测结果偏高的比例随之增高%建议中老年人群定期检测
0C/"F

!以便及早发

现血糖异常!及时发现糖尿病%

"关键词#

!

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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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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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组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和&胰岛素作用低

下而引起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的防治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

题,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且部分

糖尿病患者临床症状不典型#早期不易发现,因此#糖尿病的

早期诊断尤为重要#而体检糖化血红蛋白$

0C/"F

&是发现临床

症状不典型的糖尿病的有效途径,

#'"'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

/a/

&正式将
0C/"F

纳入糖尿病的诊断和筛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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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探讨
0C/"F

与年龄的相关性#笔者选择了
#'"#

年
"

月至
#'"6

年
6

月兴文县人民医院体检者
0C/"F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现

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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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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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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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6

年
6

月兴文县人民

医院健康体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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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空腹血糖小于
;$"33>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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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糖阴

性#无糖尿病病史#无明显其他疾病体检者#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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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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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年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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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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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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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
#3-

于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抗凝管并混匀待检,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检测#每次检测

都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规范操作#同时做好质量控制,仪器

为
/1T1/d0/4U";'

全自动
0C/"F

分析仪#试剂均为仪器

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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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多组间比较采用
*

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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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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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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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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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各年龄组
0C/"F

$

;$7:

的检出情况与检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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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F

是红细胞中血红蛋白与葡萄糖缓慢)持续且不可

逆地进行非酶促蛋白糖化反应的产物#是葡萄糖在血红蛋白
&

链
S4

末端缬氨酸残基特异性地修饰血红蛋白
/

#其量与血糖

浓度呈正相关,由于血红蛋白糖化水平主要取决于葡萄糖浓

度#也与血红蛋白与葡萄糖接触的时间长短有关#且血红蛋白

浓度保持相对稳定#半衰期为
;'J

#故
0C/"F

能反映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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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平均血糖水平#间接反映了各组织糖基化反应程度,虽然

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检测对糖尿病的预防和诊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但二者的测定只反映即刻血糖水平#且受诸多因素影

响而无法准确代表一段期间总的血糖平均水平#而
0C/"F

检

测不受空腹或定时采血的限制#并且受饮食)药物)情绪等因素

影响小#能反映一段时间内血糖的总体水平,因此#定期检测

0C/"F

是发现临床症状不典型的糖尿病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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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将
0C/"F

水平作为监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水平的

金标准#其值对发生糖尿病并发症风险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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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制定了新的糖尿病诊断指南#将
0C/"F

水平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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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归为糖尿病高危人群#

0C/"F

检测纳入

到
#

型糖尿病早期诊断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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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笔者统计分析了兴文县人民医院
6U<7

例非糖尿病体检

者
0C/"F

水平#发现
0C/"F

的增高与年龄之间存在相关性,

其中#

$

%'

岁年龄组
0C/"F

增高的比例为
;$U':

#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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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增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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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体检人

数太少#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总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

0C/"F

检测结果偏高的比例是随之增高的#这与文献*

%

+报道

的非糖尿病体检者
0C/"F

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增高是符合的,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胰岛
&

细胞数

量减少#

%

细胞增加#导致机体处理糖的能力下降#且基础代谢

率下降#组织利用糖减少#靶细胞膜胰岛素受体数量逐渐减少#

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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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偏高的比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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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增高*

U

+

,

因此#建议中老年人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定期检测

0C/"F

#以便及早发现血糖异常#及时发现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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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冠状动脉
)=

血管成像检查中的临床应用

李随丽!王忠睿!刘
!

军"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放射科
!

6'''"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护理干预在冠状动脉
)=

血管成像"

)=/

$检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重庆市急

救医疗中心拟诊为冠心病!心率大于
6'

次'分!小于
"''

次'分的患者
##'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分别进行

常规护理与常规护理加护理干预!每组各
""'

例!应用
;6

排螺旋
)=

进行冠状动脉
)=/

检查!统计每组患者检查

耗时!由
#

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盲法评价每组患者的扫描图像%结果
!

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图像质量优良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R

%

'$'7

$!干预组平均耗时"

7$&<#h'$<6'

$

389

短于对照组"

;$'7"h"$&"<

$

38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

%

'$'7

$%结论
!

冠状动脉
)=/

检查前给予患者细致&科学的护理!有利于患者更快&更好地完成检查!提高冠

状动脉
)=/

图像质量%

"关键词#

!

冠状动脉#

!

)=

血管成像#

!

护理干预#

!

成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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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排螺旋
)=

冠状动脉造影$

!.)=)/

&作为一种无创)安

全性高的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

可作为冠状动

脉狭窄的初步诊断和介入治疗筛选#其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及对病变程度估计的准确性已得到肯定#为临床提供了更加丰

富及准确的治疗策略,但是#冠状动脉
)=

血管成像$

)=/

&检

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心率)呼吸配合)心理)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检查前的护理准备质量是决定检查成功的关键,本文就

护理干预在
!.)=)/

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作进一步探讨#现

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月重庆市急救医疗中

心收治的行冠状动脉
)=/

检查的患者
##'

例#其中男
"6"

例#

女
%<

例%年龄
#%

"

U6

岁#平均
;"

岁,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

组各
""'

例,

#

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

Z!+

&等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纳入标准!$

"

&临床可疑为冠心

病#有行冠脉
)=/

检查适应症%$

#

&检查前经心电图证实为窦

性心律且节律整齐#静息状态下#心率大于
6'

次"分#小于
"''

次"分,排除标准!$

"

&对碘造影剂过敏%$

#

&甲亢%$

&

&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

6

&严重心功能不全%$

7

&严重心率失常*

"

+

,所有患

者检查前均签署造影剂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对照组护理
!

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讲解检查目

的)心率准备)呼吸配合以及检查中快速注射造影剂时全身发

热现象#让患者对检查过程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

尽量减少由于紧张)恐惧心理而导致的心率增快和心律异常,

告诉患者检查当日可适当进食#不禁水#避免空腹或饱餐状态

下检查,患者到达检查室先静息
"'

"

"7389

后测心率#对于

心率大于
%'

次"分#遵医嘱给予倍他乐克
#73

,

舌下含服#最

大不超过
"''3

,

,检查结束后#患者在候诊室休息
#'389

#嘱

其多饮水#严密观察患者状态#预防造影剂不良反应的

发生*

#4&

+

,

$$/$/

!

干预组护理
!

干预组除常规护理外#重点做好健康指

导和心理护理,检查前护士通过细致的观察#全面评估患者有

无心理问题及其严重程度#针对不同年龄和不同性格患者的心

理特征#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6

+

,耐心解答患者疑问#以

达到稳定患者情绪#有效控制呼吸和心率的目的,耐心介绍检

查的目的及注意事项#用药的正常反应及不良反应#取得患者

合作及信任#以缓解患者紧张不安的情绪,对于心率过快患

者#除给予药物降低心率和稳定心率外#必要时氧气吸入$浓度

为
6':

"

7':

&,对于紧张)焦虑的患者#检查前
&'389

给予

口服舒乐安定
"3

,

,呼吸训练根据患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屏

气训练方式#分为四种情况,$

"

&用鼻子慢慢吸气后屏气%$

#

&

深吸气后屏气%$

&

&直接屏气%$

6

&直接捏鼻子辅助,重点强调

呼气幅度保持一致#防止呼吸过深或过浅#屏气时胸)腹部保持

静止状态#避免产生呼吸运动伪影#屏气期间全身保持松弛状

态#观察屏气期间心率和心律变化,

$$/$'

!

检查方法
!

患者仰卧于检查床上#双手上举置于头顶#

尽量使身体自然舒适,将电极片)导线及双臂置于心脏扫描野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U

月第
"#

卷第
"7

期
!

-BC!?J)D89

!

/L

,

L@A#'"7

!

*>D$"#

!

S>$"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