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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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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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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空腹血糖"

TCD

$&糖化血清蛋白"

TOZ

$和糖化血红蛋白"

\G3#@

$在血糖控制和监测过程的

相互关系及作用%方法
!

分别以己糖激酶法&果糖胺氮蓝四唑法&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

例患者的

TCD

&

TOZ

&

\G3#@

!同时检测
,$

例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结果
!

实验组的三项结果都高于健康对照组!且
TCD

&

TOZ

&

\G3#@

相互间均呈正相关性!血糖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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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

项指标联合检测能更准确地反映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为

临床医师的治疗提供更为客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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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工作方式和环境的变化#糖尿

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

,

)以往以空腹血糖$

TCD

&作为糖

尿病的唯一监测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联合检测
TCD

*糖化

血清蛋白$

TOZ

&*糖化血红蛋白$

\G3#@

&可以互为补充#对糖

尿病的诊断和监测有着重要临床意义+

&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来本市医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
#$$

例

$

*,

例有糖尿病史&#

,$

例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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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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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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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V3̀ J3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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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试剂
!

TCD

试剂由日本第一化学株式会社提供

$己糖激酶法&#

TOZ

试剂由英国
3̀WPNe/=G6A=<6A7:;

有限

公司提供$果糖胺氮蓝四唑法&#

\G3#@

试剂为
QJN4̀ 3PV34

J̀3W1

)

配套试剂$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

$''

!

标本采集
!

TCD

*

TOZ

!空腹静脉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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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取血清检

测#

\G3#@

!空腹静脉采血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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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用全血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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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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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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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TCD

控制和未控制&的
TCD

*

\G3#@

*

TOZ

检测

结果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表
#

&#且通过直线相关分析实验组

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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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3#@

*

TOZ

均呈正相关)

TCD

控制组的相关系

数$

B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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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项指标相互间无相关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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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空腹
TCD

)

\G3#@

)

TOZ

结果统计%

HY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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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5'+%Y$')& ,'$#Y$'%+ #+,'5$Y),'+&

TCD

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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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D

反映的是测定当时的
TCD

水平+

)

,

#是糖尿病微观控制

指标#

TOZ

反映的是过去
&

!

)

周内
TCD

的平均水平#而

\G3#@

反映的是过去
#

!

&

个月中
TCD

的平均水平#是糖尿病

的宏观控制指标+

5

,

)

)

项指标均反映
TCD

的控制水平#但反映

的时间不同)本文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的观点#

#$$

例患者

中有
#5

例
)

项指标都维持在正常水平#说明该患者近
#

!

&

个

月
TCD

控制良好)有
&

例患者
TCD

和
TOZ

正常而
\G3#@

偏

高#说明该患者近
&

!

)

周
TCD

控制良好)有
#(

例患者
TCD

正

常而
\G3#@

和
TOZ

偏高#说明该患者虽然当时
TCD

正常#但

近一段时间
TCD

控制不理想)如果仅测
TCD

一项容易被即刻

TCD

正常所蒙蔽)有
+

例患者
TCD

升高#

\G3#@

和
TOZ

正常#

可能为糖尿病早期#或者为机体的应激状态或人工输注葡萄糖

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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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提高#加强糖尿病的$下转第
#(,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0:E"C78

!

U=8D=A

H

&$#&

!

V6C'%

!

W6'&



&$$+

年*

&$$%

年同期比较#结果发现#

&$#$

年
3/1

不合格率

较
&$$+

年和
&$$%

年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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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通过对
3/1

不合格献血者现场问询和电话咨询其原因#

主要有献血前饮酒*休息不好*感冒或患有其他疾病#见表
)

)

表
)

!

3/1

不合格献血者原因分析

项目
+

百分比$

2

&

无偿献血总例数
,)*( K

不合格例数
,&* K

饮酒
#)* &('$$

疲劳
#,( &%'($

感冒*身体状态不好
(% #)'$%

患有病毒性肝炎或其他疾病
+% #('+%

其他
*( #5'5&

!!

注!

K

表示无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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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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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的
3/1

主要分布在肝脏#其次为肾脏*心脏*肌肉

和红细胞内#其增高的原因除了由病原体$乙型肝炎病毒*丙型

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及其他尚未认识的病原体&感染

引起肝胆疾病*心血管疾病*骨骼肌疾病及某些药物的毒性作

用外#一些生理方面的因素也会导致
3/1

的非特异性升高#

如剧烈运动*饮酒*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等#有
+#2

单纯
3/1

升高可能由非肝炎因素升高+

#45

,

)从表
)

可以看出#因饮酒*睡

眠不足造成
3/1

不合格的原因明显高于其他原因#这与广元

地区人群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关系#针对这一情况#应加强献

血前的征询工作#尤其是征询献血前是否饮酒*睡眠不足等#因

3/1

不合格为非病理原因的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正常#应

劝导因这些原因的献血者暂缓或延期献血#保护献血者队伍)

从表
#

可以看出在初次献血的人群中
3/1

不合格率

#$'5*2

#多次献血中
3/1

不合格率
+',(2

#而经过筛查后

3/1

不合格率
,'5&2

#表明
3/1

不合格是无偿献血中血液

报废的主要原因之一#直接造成了血液大量的报废和血液资源

的浪费)从表
&

可以看出#经过开展
3/1

的筛查#

&$#$

年

3/1

不合格率$

,'5&2

&比
&$$+

年
3/1

不合格率$

+'+(2

&及

&$$%

年
3/1

不合格率$

%'$*2

&低)虽然
3/1

不合格的原因

有许多#也是不可控的+

,4*

,

#但在无偿献血工作中应针对其原

因#加强征询工作#并通过
3/1

筛查#防止
3/1

不合格的献

血者参加献血#既有效地防止血液不必要的报废#节约了血液

资源#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献血者的健康#保护了献血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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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治疗糖尿病及预防其并

发症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有效控制
TCD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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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是血

液中的葡萄糖和血红蛋白经过不可逆的非酶促反应而结合形

成的产物#稳定性好#稳定时间长#目前国外已将
\G3#@

的监

测作为糖尿病疗效判定和调整治疗方法的0金指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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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液中葡萄糖与清蛋白和其他蛋白分子发生非酶糖化反应

形成的#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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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反映的是一个短期
TCD

平均水平#

反映患者近期
TCD

的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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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单独

检测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三者联合检测可以互为补充#能全

面地对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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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情况作出正确判断#为临床医师制订治

疗方案提供了更为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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