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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检测在临床上对患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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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糖异常患者长期持续监测#可引起检测总量的升高#但这

部分数据往往局限于内分泌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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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总量的增幅较

大#说明存在多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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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的大量使用)

虽然
2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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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操作简单*用血总量少*快速出结果等突出优点#但在实际

应用时较易受如标本采集方法*试纸质总量*环境温湿度等外

界因素的干扰#如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将导致临床医师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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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院的血糖高值与低值

的统计#结果显示#虽然血糖高值与低值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增

长#但由于便携式血糖仪检测可能存在误差#对于包括糖尿病

在内的部分糖代谢紊乱类疾病的治疗#由于需要对血糖水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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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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