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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藏族健康人群糖化血红蛋白参考区间建立

廖清智,刘 萍,姜灵路,苟甜甜△

三六三医院检验科,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目的 分析四川地区藏族健康人群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初步建立四川地区藏族健康人群

HbA1c的参考区间。方法 选取该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藏族健康者2
 

38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年

龄分为≤30岁组、>30~40岁组、>40~50岁组、>50~60岁组、>60~70岁组、>70岁组,采用离子交换高

效液相色谱法检测HbA1c水平,并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分析比较不同性别及各年龄组 HbA1c水平的差

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HbA1c水平与年龄的相关性。采用间接法建立 HbA1c参考区间,并验证获

得参考区间。结果 四川地区男、女性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bA1c
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r=0.226,P<0.05);≤30岁、>30~40岁、>40~50岁及>50岁藏族健康人群 HbA1c
参考区间分别为4.73%~6.57%、4.91%~6.75%、4.94%~7.02%和5.02%~7.20%。结论 四川地区藏

族健康人群HbA1c水平与年龄有关,与性别无关;各地区有必要建立适宜的参考区间,为区域内糖尿病的筛

选、诊断及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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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glycated
 

hemoglobin
 

(HbA1c)
 

in
 

healthy
 

Tibetan
 

popul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and
 

establish
 

the
 

reference
 

interval
 

of
 

HbA1c
 

in
 

healthy
 

Tibetan
 

popul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Methods A
 

total
 

of
 

2
 

380
 

healthy
 

Tibetan
 

people
 

in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30
 

years
 

old
 

group,>30-40
 

years
 

old
 

group,>40-50
 

years
 

old
 

group,>50-60
 

years
 

old
 

group,>60-70
 

years
 

old
 

group,and
 

>70
 

years
 

old
 

group
 

according
 

to
 

age.The
 

HbA1c
 

level
 

was
 

detected
 

by
 

ion
 

exchang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
matography,and

 

the
 

data
 

were
 

tested
 

for
 

normality.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r-
relation

 

between
 

HbA1c
 

level
 

and
 

age.Indirect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and
 

validate
 

the
 

HbA1c
 

reference
 

intervals.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bA1c
 

level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ibetan
 

healthy
 

people
 

in
 

Sichuan
 

province
 

(P>0.05).HbA1c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in
 

Tibetan
 

healthy
 

population
 

(r=0.226,P<0.05).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HbA1c
 

were
 

4.73%-6.57%,4.91%-
6.75%,4.94%-7.02%

 

and
 

5.02%-7.20%
 

in
 

≤30
 

years
 

old,>
 

30-40
 

years
 

old,>
 

40-50
 

years
 

old
 

and
 

>50
 

years
 

old,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
 

level
 

of
 

HbA1c
 

in
 

healthy
 

Tibetan
 

popul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is
 

related
 

to
 

age,but
 

not
 

to
 

gender.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ppropriate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the
 

screening,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diabetes
 

in
 

each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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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一种以血糖升高为特征的碳水化合物
代谢异常疾病[1]。近年调查显示,我国糖尿病患病率
从1980年至2017年增加了15倍以上[2],且一直呈上
升趋势,目前仍未见到拐点。2011年1月,WHO提
出,在 满 足 相 应 要 求 的 前 提 下,糖 化 血 红 蛋 白
(HbA1c)可以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指标,并建议糖尿病
的诊断切点为HbA1c≥6.5%[3]。2020年《中国2型
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4]将HbA1c纳入诊断,
并规定在满足相应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作为糖尿病的

补充诊断指标。国内目前大部分地区糖尿病患者

HbA1c的诊断阈值为HbA1c≥6.5%,由于人群种族
和生活地区的差别,这一标准是否适合于中国人群还
有待考证,且不同实验室检测仪器、试剂及方法均不
同,盲目使用国外标准或者厂家提供的参考范围可能
造成严重信息局限[5]。四川范围内藏族人群多世居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该地区平
均海拔3

 

500~4
 

000米,其地理气候等环境特殊是四
川地区藏族人群与其他人群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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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探讨四川地区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并建

立四川地区藏族健康人群 HbA1c的参考区间,为减

少该区域内藏族人群糖尿病的漏诊、误诊提供参考依

据,为及时进行早期有效的干预提供帮助。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本

院藏族健康者2
 

380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13~102
岁,其中男1

 

440例,女940例。纳入标准:(1)空腹血

糖检测值正常,<6.0
 

mmol/L且尿糖呈阴性;(2)肝、
肾功能各项指标检测值正常。排除标准:(1)明确诊

断糖尿病和糖耐量受损的患者;(2)有心血管疾病、药
物滥用史、3个月内有手术史的患者;(3)红细胞增多

症、贫血等血液病患者;(4)处于妊娠期的女性。文献
[6]报道,在30岁以上人群中,每增加10岁,HbA1c
水平升高0.1%。本研究将2

 

380例研究对象按照年

龄分为≤30岁组、>30~40岁组、>40~50岁组、>
50~60岁组、>60~70岁组、>70岁组。
1.2 仪器与试剂 采用日本 ARKRAY公司 HA-
8160型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校
准品和质控品。
1.3 方法 采用EDTA-K2 抗凝管采集藏族健康体

检者静脉血2~3
 

mL,轻轻摇匀并及时检测。每次检

测均保证当日质控在控。采用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

谱法检测HbA1c水平。
1.4 参考区间验证 根据2012年发布的行业标

准[7],随机选取2023年1~3月藏族健康者80例(≤
30岁、>30~40岁、>40~50岁、>50岁各20例)按
照1.3的方法检测 HbA1c水平,并进行生物参考区

间验证。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 表

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进行藏族人群 HbA1c
水平与年龄的相关性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评估

HbA1c水平的参考区间。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性别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比较 男

性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为(6.02±0.58)%,女
性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为(6.00±0.52)%,男
性和女性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年龄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比较 ≤
30岁组HbA1c水平为(5.65±0.47)%、>30~40岁

组为(5.83±0.47)%、>40~50岁组为(5.98±
0.53)%、>50~60岁组为(6.08±0.56)%、>60~70
岁组 为 (6.13±0.58)%、>70 岁 组 为 (6.15±
0.56)%,>30~40岁组、>40~50岁组、>50~60岁

组、>60~70岁组、>70岁组与≤30岁组 HbA1c水

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0~50

岁组、>50~60岁组、>60~70岁组、>70岁组与>
30~40岁组HbA1c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50~60岁组、>60~70岁组、>70岁

组与>40~50岁组 HbA1c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50~60岁组、>60~70岁组、
>70岁组 HbA1c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HbA1c水平在≤30岁组、>30~40岁

组、>40~50岁组、>50~60岁组藏族健康人群中随

年龄增加呈上升趋势,>50~60岁组、>60~70岁

组、>70岁组随年龄增加在较高水平保持相对平稳。
见图1。

图1  HbA1c水平随年龄变化趋势

2.3 藏族人群 HbA1c水平与年龄的相关性 Pear-
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藏族人群HbA1c水平与年龄

呈正相关(r=0.226,P<0.05)。
2.4 藏族健康人群不同年龄段 HbA1c参考区间建

立 根据2.1数据可知,不同性别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故
未制订不同性别的HbA1c参考区间。由2.2数据可

知,>50~60岁组、>60~70岁组、>70岁组 HbA1c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故按照≤
30岁、>30~40岁、>40~50岁、>50岁4个年龄组

初步建立藏族健康人群HbA1c参考区间(x±1.96s)
分别为≤30岁组(4.73%~6.57%),>30~40岁组
(4.91%~6.75%),>40~50 岁 组 (4.94% ~
7.02%),>50岁组(5.02%~7.20%)。
2.5 参考区间验证 2023年1~3月藏族健康者80
例(≤30岁、>30~40岁、>40~50岁、>50岁年龄

段个体各20例)的HbA1c检测结果在参考区间外的

数据不超过2个,验证通过。
3 讨  论

HbA1c是血液中的糖类分子与血红蛋白的氨基

发生不可逆的非酶促反应而产生的,占总血红蛋白的

6%~8%,HbA1c可分为 HbA1a、HbA1b和 HbA1c
三类,其分别与磷酰葡萄糖、果糖和葡萄糖结合,其中

HbA1c
 

水平最高,占
 

HbA1的大部分(60%~80%),
也是 日 常 检 测 中 最 普 遍 的 部 分[8],临 床 上 常 用

 

HbA1c
 

代替总糖化血红蛋白水平[9]。当血红蛋白被

糖化,则糖化程度(即 A1C的占比)反映了红细胞中

血红蛋白半衰期内(约为60
 

d)整体的平均葡萄糖暴

露水平,故HbA1c
 

能反映近6~10周内的平均血糖

水平。相对于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过程繁杂导致的

耗时较长,患者依从性差,可重复性差等缺点,HbA1c
具有检测时无需空腹的简单条件和检测结果不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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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生活方式改变等优点,并且能反映一段时间内血糖

的总体水平。因此,HbA1c在衡量机体糖代谢水平方

面有重要意义,可为糖尿病早期诊断、评估长期血糖

控制情况、预测糖尿病发生率,以及判断糖尿病慢性

并发症发生率提供依据。
现在国内糖尿病

 

HbA1c诊断阈值来源于 WHO
(HbA1c≥6.5%),大多数实验室的 HbA1c参考区间

都是参考生产厂商的仪器试剂说明书或者引用相关

文献,但因地域和人群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信

息局限,给糖尿病人群的诊治带来不便。藏族人群长

期居住于高原,高原环境下糖代谢正常人群的HbA1c
水平高于平原人群,其原因可能与高原低氧所致血红

蛋白数量或结构改变、民族或种族差异、铁代谢等因

素有关[10]。
本研究对2

 

380例藏族健康者 HbA1c水平进行

分析,结 果 表 明,四 川 地 区 男、女 性 藏 族 健 康 人 群

HbA1c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张可等[6]研究结论一致,说明 HbA1c水平与性别无

关。不同年龄藏族健康人群 HbA1c水平存在差异,
HbA1c水平随着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并在高年龄段

保持较高水平,这与李宗霞[11]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

能与中老年人群基础代谢率下降、胰岛功能减退、靶
细胞膜胰岛素受体数量减少有关[12]。本研究结果显

示,四川地区藏族健康人群
 

HbA1c参考区间为4.
73%~7.20%,与张可等[6]报道的林芝地区健康人群

HbA1c参考区间为4.41%~6.51%有所不同,与郑

佳等[13]报道青海西宁地区健康人群HbA1c参考区间

为4.46%~5.92%差异较大,与朱明慧[14]报道的

6.13%~7.58%和荣秀花等[15]报道广州市健康人群

HbA1c的参考区间为4.78%~6.14%也有一定差

异。原因可能与地域有关。与广州等平原地区比较,
四川地区藏族人群主要生活在平均海拔为3

 

500~4
 

000米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高

海拔地区,该地区的高原低氧环境会使血红蛋白水平

升高,从而增加了与葡萄糖发生糖基化的位点[10],也
可能与 HbA1c构象的改变有关,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是刺激红细胞生成的重要因子,在欧洲人和非

裔美国人之间存在基因表达的显著差异性。因此,
EPO相关基因的表达可能具有民族差异性,从而导致

红细胞增加,使藏族人群 HbA1c总体水平高于其他

民族[16]。有文献报道,血红蛋白水平的高低存在民族

差异性,因此,四川地区藏族人群血红蛋白水平与其

他地区的民族可能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导致 HbA1c
总体水平存在差异[17]。与其他高原地区HbA1c参考

区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还与不同民族、饮食生活习

惯、运动方式等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入选患者的纳

入和排除标准不完全一致有关。
本研 究 初 步 建 立 了 四 川 地 区 藏 族 健 康 人 群

HbA1c参考区间,与其他文献报道的参考区间有一定

差异,因此,盲目使用诊断阈值或者说明书提供的区

间来诊断疾病可能会造成误诊或漏诊。不同地区人

群的参考区间不完全一致,婴幼儿、孕产妇、老年人等

特殊人群的参考区间也需进一步探讨。为了获得更

可靠的参考区间,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以期为临床血糖控制,糖尿病诊断,预测糖尿病发生

率等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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