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偏倚小于
89

的最低浓度为
72$8

%

E

"

V

#即在
72$8

!

"##2#

%

E

"

V

范围内#两种方法的系统误差小于
89

#可以接受-

在
#2!8

.

#28#

%

E

"

V

检测阈值处#两种方法系统误差较大#特别

是在低浓度区显示偏倚较大#需要重新确定
1U5[Z+40

检测

阈值及检测低限-

综上所述#

1U5[Z+40

与
[3&'T1+40

具有高度相关

性#回归方程差异显著#但两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系统误差#

1U5[Z+40

虽然可以应用于临床疗效监控#但检测阈值及检

测低限需要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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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方法学性能的相关因素研究

冯冬霞!杨振斌!刘亚芹!周宪霖"山东省聊城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酶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

'(&")

#方法性能的相关因素%方法
!

选取
!#"7

年
8

月至
!#"8

年
8

月于该院就诊的
"##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同期非糖尿病患者
"##

例!标本选择患者的血清!各浓

度均为
#2!JV

分装待用!将全血标本离心!离心速度
:##c

E

!

8JDF

%吸取
!8

%

V

红细胞加入
8##

%

V

前处理液!充

分混匀后由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线性试验采取
'(&")

高值标本!用稀释液稀释成
"

(

"#

$

!

(

"#

$

7

(

"#

$

-

(

"#

$

8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个梯度!用酶法进行测定%采用
1+11"$2#

统计软件对影响酶法测定的基

本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并进行
V<

E

DGBD)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

酶法线性范围是
!289

!

"8289

!

8\#2$$!#

&经

计算得到酶法的批内精密度
/W!28-9

!批间精密度
/W!2.89

%患者在血红蛋白"

'(

#$离心速度$抗凝剂种类$储

存温度$储存时间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

V<

E

DGBD)

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酶法测定
'(&")

与
'(

$离心

速度$抗凝剂种类$储存温度$储存时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E

$

#2#"

#%结论
!

酶法测定
'(&")

的方法精确度高!影

响其性能的相关因素有
'(

$离心速度$抗凝剂种类$储存温度$储存时间!在临床上使用酶法测定
'(&")

时注意相

关因素%

"关键词#

!

酶法&

!

糖化血红蛋白&

!

相关因素

!"#

!

$%&'()(

"

*

&+,,-&$)./0(122&/%$)&%.&%1O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8

"

!#"6

#

#.;#$.-;#7

!!

糖化血红蛋白$

'(&")

%是人体血液中红细胞内的血红蛋

白$

'(

%

+

链的
U

末端缬氨酸与血糖结合的产物-红细胞代谢

动力学推测初始
'(&")

值大约每日破坏
#2:79

#

'(&")

值最

大下降率以大约每
"#

天下降正常血糖的
"9

#所以
'(&")

值

通常可以反映患者
:

!

"!

周的血糖控制情况#是糖尿病诊断的

新标准和治疗监测的0金标准1

+

"

,

-在临床上通常采用阴离子

交换色谱法.电泳法.亲和层析法.免疫分析法.离子层析法.等

电点聚集法.化学发光法以及酶法来测定
'(&")

#酶法测定

'(

由于其简便快捷.成本低.重复性好等优点#近些年来逐渐

在临床上得以应用-本研究主要研究酶法测定
'(&")

方法性

能和影响酶法测定
'(&")

的相关因素#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
!#"7

年
8

月至
!#"8

年
8

月本院就诊的

"##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试验组%#男
6-

例#女
76

例#

平均年龄$

8"2-7a62"7

%岁#平均病程$

"728$a-2!$

%年-纳入

标准!$

"

%患者均符合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

%患者无严重心.

肝.肾功能不全($

7

%患者无恶性肿瘤及其他感染性疾病($

-

%患

者意识清楚#无任何精神性疾病及其他交流障碍($

8

%患者及其

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共

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
"##

例-随机选取同期非糖尿病患者

"##

例$对照组%#男
6#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882!6a82$"

%

岁#平均病程$

""2:#a726-

%年-

$2/

!

方法
!

将全血标本离心#离心速度
:##c

E

#

8JDF

-吸取

!8

%

V

红细胞加入
8##

%

V

前处理液#充分混匀后由自动生化

分析仪进行检测-

$2/2$

!

仪器与试剂
!

&466#"'(&")

全自动
'(&")

分析仪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V?(T=C4@DF

!

&

K

LD@!#"6

!

W<@2"7

!

U<2.



$江苏奥迪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

'(&")

酶法测定试剂盒$四川省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试剂盒主要成分包括$

"

%

3"?

!检测试剂
"?!;

$

U;

吗啉基%

乙磺酸缓冲液$

K

'628

%

7#JJ<@

"

V

#金属蛋白酶
-8##NQ

"

V

(

$

!

%

3"(

!检测试剂
"(!;

$

U;

吗啉基%乙磺酸缓冲液$

K

'628

%

7#

JJ<@

"

V

#氯化钙
8JJ<@

"

V

($

7

%

8

!

!检测试剂
!

三羟甲基氨基

甲烷缓冲液$

K

'.2#

%

7##JJ<@

"

V

#果糖缬氨酸氧化酶
-#YQ

"

V

#辣根过氧化物酶-

$2/2/

!

标本处理
!

选择患者的血清#各浓度均为
#2!JV

分

装待用-$

"

%低值!尽可能接近参考区间低限#小于
6289

($

!

%

高值!尽可能接近线性范围的高限#大于
:289

($

7

%中值!将低

值标本和高值标本
"b"

混合#

6289

!

:289

-按照高.中.低

值顺序测定各浓度样品
!#

次#每天
"

次#连续测定
!#C

#以第

"

次的中值作为测定起始用#数据中任何一个不合格数据都舍

弃整批数据#从新测定-

$2/2'

!

线性范围测定
!

线性试验采取
'(&")

高值标本#用稀

释液稀释成
"

"

"#

.

!

"

"#

.

7

"

"#

.

-

"

"#

.

8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个梯度#用酶法进行测定#稀释率与
'(&")

浓度

的关系用通过原点的直线表示-

$2/21

!

精密度试验
!

精密度试验采用对一高值质控和低值质

控分别进行
!#

次测试#得到批内精密度
/W

(使用
-

个不同批

次的试剂测试高.低值质控标本各
8

次得到批间精密度
/W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2#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Na?

表示#比较采用
5

检验#以
E

$

#2#8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2$

!

线性分析及精确度分析
!

酶法线性范围是
!289

!

"8289

#

8\#2$$!#

(经 计 算 得 到 酶 法 的 批 内 精 密 度
/W

!28-9

#批间精密度
/W!2.89

#见表
"

-

表
"

!

酶法测定
'(&")

批内及批间精确度%

9

&

浓度

标准
%

批内精确度

平均浓度 方差
/W

批间精确度

平均浓度 方差
/W

-2! !# -2"8 #2"! !2:$ -2"# #2"7 72".

:2# !# :2"# #2!# !2-6 :2!# #2!! !26:

"82- !# "82!6 #278 !2!$ "827# #27. !2-"

/2/

!

单因素分析酶法测定
'(&")

的影响因素
!

单因素分析

酶法测定
'(&")

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病程.体质量指

数.

'(

.离心速度.抗凝剂种类.储存温度.储存时间等#患者在

年龄.性别.病程.体质量指数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但在
'(

.离心速度.抗凝剂种类.储存温度.储存时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见表
!

-

表
!

!

酶法测定
'(&")

的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5 E

年龄$

Na?

#岁%

8"2-7a62"7 882!6a82$" "2":7 #2"6.

性别$男"女%

6-

"

76 6#

"

-# "27#" #2"-:

病程$

Na?

#年%

"728$a-2!$ ""2:#a726- "2".6 #2".7

体质量指数$

Na?

#

N

E

"

J

!

%

!!2:6a!2:. !!2.:a72#" #26"# #2.!-

'(

$

E

"

V

%

"82!###2##"

!$

"6# .. :7

!'

"6# !7 ".

续表
!

!

酶法测定
'(&")

的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5 E

离心速度$

L

"

JDF

%

"72#!-#2##"

!

8## !6 !$

!

"### !8 !-

!

!### !- !7

!

7### !8 !-

抗凝剂
627$"#2#"#

!

ZS0& 77 78

!

枸橼酸钠
77 7-

!

肝素
7- 7"

储存温度$

h

%

-27:!#2#!-

!

]!# !- !.

!

# 7. 7"

!

!# 7$ -!

储存时间$

,

%

:2$".#2##7

!

# !7 !6

!

" !8 !-

!

! !. "$

!

"! !8 7"

/2'

!

多因素分析酶法测定
'(&")

的影响因素
!

V<

E

DGBD)

多

因素回归分析发现#酶法测定
'(&")

与
'(

.离心速度.抗凝

剂种类.储存温度.储存时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E

$

#2#"

%-见

表
7

-

表
7

!

多因素分析酶法测定
'(&")

的相关因素

多因素 偏回归系数
M3 HQ

$

!

E

'( "2#.- #2#.: !2$.6 !72:67

$

#2#"

离心速度
!2#7: #2#8" .26.- ":2!-"

$

#2#"

抗凝剂
#2""$ #2#7: "2"!. $2:."

$

#2#"

储存温度
#2"". #2#-$ "2"7! "#26.7

$

#2#"

储存时间
"2"!. #2#67 72:66 "-2"":

$

#2#"

'

!

讨
!!

论

!!

'(&")

的检测方法有很多#在实验室上通常采用阴离子

交换色谱法.电泳法.亲和层析法.免疫分析法.离子层析法.等

电点聚集法.化学发光法以及酶法来测定
'(&")

#不同的检测

方法和设备在精确度上通常存在差异性-按照美国临床实验

室标准化委员会$

U44V1

%文件要求#批内精确度和批间精确

度不超过
89

+

!;-

,

#本研究的批内精确度和批间精确度均低于

79

#所以符合要求-阴离子交换色谱法检测
'(&")

具有良好

的精密度和准确性#但检测成本高#不易在临床上推广-酶法

测定
'(&")

使测定方法大大简化#同时提高检测效率.降低运

作成本#较之昂贵的阴离子交换法#更利于临床应用的普遍开

发+

8;.

,

-

酶法的基本原理在于酶将糖化氨基酸氧化为葡萄糖酮醛

和过氧化氢#而过氧化氢在过氧化物酶的作用下与发色色素缩

合生成蓝紫色色素#通过测定糖化氨基酸的水平和血清总清蛋

白#计算糖化氨基酸中仅与总清蛋白的浓度算出标本中糖化清

蛋白+

:;$

,

-有较多的因素对酶法测定
'(&")

有影响#全血标本

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影响全血标本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V?(T=C4@DF

!

&

K

LD@!#"6

!

W<@2"7

!

U<2.



质量包括离心速度.离心时间等#还有其他的前期处理以及试

剂的不同也会影响酶法的测定#抗凝剂的不同#储存时间.储存

温度的不同也会影响酶法测定-有研究表明#在阴离子交换色

谱法中标本的贮存时间.温度影响检测
'(&")

结果#随着标本

贮存时间延长#测定结果会逐渐升高+

"#;""

,

-本文研究酶法测

定
'(&")

的相关因素#表
!

分析各种单因素对酶法测定的影

响#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体质量指数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

'

#2#8

%#但在
'(

.离心速度.抗凝剂种类.储存温度.储

存时间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又对其进行多因素

分析#酶法测定
'(&")

与
'(

.离心速度.抗凝剂种类.储存温

度.储存时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E

$

#2#"

%-有研究表明高浓度

标本检测结果通常偏低#这与抗体浓度达不到相应高度有关#

需要进行稀释-而且变异的
'(

也可能影响测定结果-这就

要求实验室测定
'(&")

时有更高的精密度#才能保证糖尿病

患者治疗前后结果的可比性+

"!;"-

,

-有临床组织颁布的指南建

议将
'(&")

是否下降
#289

来评判新的治疗方案是否有

效+

"7;"8

,

#酶法检测的精确度高#对于治疗是否有效可以做出明

确的结果-

综上所述#酶法测定
'(&")

的方法精确度高#影响其性能

的相关因素有
'(

.离心速度.抗凝剂种类.储存温度.储存时

间#在临床上使用酶法测定
'(&")

时应注意相关因素-

参考文献

+

"

, 刘辉光
2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与糖尿病并发症关系的研究

+

_

,

2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

#

""

$

"6

%!

"7"$;"7!"2

+

!

, 李娅#宋宇#段勇
2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局限性+

_

,

2

中华

检验医学杂志#

!#"!

#

78

$

6

%!

7#!;7#-2

+

7

, 宋秀国#袁福江
2

标本的处理方法对糖化血红蛋白测定结

果的影响+

_

,

2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

#

""

$

"8

%!

"!"#;

"!"-2

+

-

, 陈同庆#周春#陈文清#等
2

酶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的方法

评价及标本前处理对结果的影响+

_

,

2

重庆医学#

!#"8

#

--

$

"#

%!

-8#;-872

+

8

, 黄维纲#黄盛#沈军#等
2

酶法测定糖化白蛋白的方法学评

价及其与糖尿病诊断的相关性研究+

_

,

2

检验医学#

!#"-

#

!$

$

8

%!

"#7$;"#-72

+

6

, 金强#胡恩#杨晓双
2

三种方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比较

+

_

,

2

安徽医药#

!#"7

#

".

$

$

%!

!#7;!#.2

+

.

, 唐寅
2

糖化血红蛋白酶法与
'+V4

法检测方法学比对分

析+

_

,

2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

7-

$

!#

%!

-:.;-$#2

+

:

, 石应天#刘蔚#李素君#等
2

糖化血红蛋白酶法测定与胶乳

增强透射比浊法测定的相关性分析+

_

,

2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7

#

7-

$

"6

%!

."#;."72

+

$

, 汤显华
2""!6

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血糖.血脂

的关系分析+

_

,

2

中国现代医生#

!#"!

#

8#

$

"!

%!

-7;-82

+

"#

,

+=FBBD@HD5

#

+=FBBD@

E

Y

#

'?@<F=F0

#

=B?@2&C?

K

B?BD<F<HB,=

CD?P

I

J=CDL=)B=FP

I

J?BD)'(&")?GG?

I

H<L?JD)L<

K

@?B=

L=?C=L?BL<<JB=J

K

=L?BAL=

+

_

,

24@DF4,=J V?( T=C

#

!#""

#

-$

$

.

%!

"!!";"!!72

+

""

,曾宪飞#谈昀#李军民#等
2

糖化血红蛋白不同测定方法的

一致性评价+

_

,

2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

#

!6

$

"

%!

6.#;

6.:2

+

"!

,孙金旗#任艳萍#巩姣梅
2

酶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的应用

评价+

_

,

2

中国现代医生#

!#"-

#

8!

$

$

%!

"#7-;"#7.2

+

"7

,宋银丹#段勇
2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标准化的研究进展+

_

,

2

实验与检验医学#

!#"7

#

7"

$

!

%!

"#:;""!2

+

"-

,

V=LGB?C%

#

[L<CDFZZ

#

ZF

E

?Y*

#

=B?@2'

IK

=L

E

@

I

)=JD?

#

?G;

G=GG=C(

I

'(&")

#

?FCHABAL=LDGN<H>=F<AGB,L<J(<=J;

(<@DGJ

!

B,=0L<JG<GBAC

I

+

_

,

2_0,L<J('?=J<GB

#

!#"-

#

"!

$

7

%!

7"7;7"$2

+

"8

,

[=L

E

=V5

#

3DDG=0

#

'AFC?@/

#

=B?@2+L=>?@=F)=?FC),?L?);

B=LDGBD)G<HC=

K

L=GGD>=CDG<LC=LGDFB

IK

="CD?(=B=G

+

_

,

2

[T43=GU<B=G

#

!#"7

#

6

$

"

%!

8-72

$收稿日期!

!#"8;#$;!-

!!

修回日期!

!#"8;"!;"8

%

!临床探讨!

肺癌骨转移患者骨痛的护理

彭晓晖"

!陈
!

娜"

!张玉英!

"四川省巴中市中心医院'

"2

内科&

!2

急诊科
!

67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S4&

循环护理管理在肺癌骨转移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将
:#

例肺癌骨转移患者

作为观察对象!并随机分为接受常规护理管理的对照组及接受
+S4&

循环护理管理的观察组!每组
-#

例%对比两

组治疗前后骨痛程度$生存质量及焦虑情绪变化情况%结果
!

两组接受治疗前骨痛评分"

W&1

评分#$生存质量评

分"

*&40;%;W

评分#及汉密尔顿焦虑评分"

'&T&

评分#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同时在接受治疗
"

个疗程后!观察组
W&1

评分$

*&40;%;W

评分及
'&T&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E

$

#2#8

#%结论
!

+S4&

循环护

理管理可有效地改善肺癌骨转移患者骨痛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

肺癌&

!

骨转移&

!

骨痛&

!

+S4&

循环护理管理&

!

护理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8

"

!#"6

#

#.;#$.6;#7

!!

肺癌为临床最为常见的呼吸道恶性肿瘤#其在临床不仅有

着较高的发病率#同时也有着较高的转移率#对患者的生命安

全及生活质量均可造成严重的影响+

";!

,

-骨骼为肺癌最为常见

的转移部位#且肺癌并发骨转移患者不仅可出现咳嗽.咳痰及

呼吸困难等呼吸系统症状#同时也可出现较为剧烈的骨痛#患

者常无法耐受+

7;-

,

-虽然临床观察显示#通过止痛药物可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肺癌骨转移患者的骨痛症状#但通过改善护理方

案#同样对缓解骨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8

,

-因此#本院近年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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