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少应用#可作为治疗多重耐药
T/

的最后一道防线)

临床应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菌剂#并定期监

测细菌耐药性变迁#减少多重耐药菌株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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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测定血糖&糖化血清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的临床意义

宋长广

"山东省高唐县人民医院检验科!山东聊城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糖&糖化血清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变化在糖尿病患者治疗效果监测中的价值%方法
!

随机选取

!!$

例糖尿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根据病情应用二甲双胍&格列苯脲&罗格列酮&胰岛素等药物单一或联合治疗!测定治疗前后血

糖&糖化血清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治疗后血糖&糖化血清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治疗前相比

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

$

&#&!

$!且三者之间呈正相关线性关系%结论
!

血糖&糖化血清蛋白&糖化血红蛋白联合测

定!可以作为评价糖尿病治疗效果与监测病情控制效果的参考指标%

关键词"糖尿病#

!

血糖#

!

血清蛋白质类#

!

血红蛋白类

!"#

'

!&#*4'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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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N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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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0&"

!!

糖尿病是是目前全球发病及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严格

地控制血糖水平是治疗糖尿病及预防其各种并发症的有效手

段)本文通过联合测定糖尿病患者应用药物治疗前后空腹血

糖$

=E7B68

F

G>99:

F

><;97?

#

eP]

&*糖化血清蛋白$

F

>

A

;97

A

>EB?:

7?@<D

I

@9B?68

#

eST

&*糖化血红蛋白$

F

>

A

;EB?:C?D9

F

>9G68

#

WG/>;

&水平变化#并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其在评价疗效和监

测病情控制中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

/D?@6;E8-6EG?B?7

/779;6EB698

#

/-/

&和世界卫生组织$

\9@>:W?E>BCY@

F

E86̂E0

B698

#

\WY

&糖尿病诊断标准#选择空腹血糖大于或等于
+#&

DD9>

"

P

并符合糖尿病症状的糖尿病患者
!!$

例)其中#男
'4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方法
!

$

!

&糖尿病患者按照医嘱服用治疗药物#患者的饮

食*生活方式等因素相对稳定)于治疗初始*治疗
!

个月和
*

个月分别进行
eP]

*

eST

*

WG/>;

水平测定)$

"

&血液标本的

采集*贮存!在无菌条件下#抽取适量静脉血#按实验要求保存

备用)$

*

&试剂*方法与仪器!

eP]

检测采用氧化酶$

eY-0

T/T

&法#

eST

采用氮蓝四唑$

LN.

&法#试剂盒使用浙江伊利

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WG/>;

测定采用乳胶凝集反应法#

试剂盒使用南京威特曼生物科技公司产品%全部使用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上机测定)

?#A

!

统计学处理
!

!!$

例糖尿病患者治疗前后所测
eP]

*

eST

*

WG/>;

数据#均采用$

1U<

&表示#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f&#&$

%

eP]

与
eST

*

eP]

与
WG/>;

*

eST

与
WG/>;

之间相

关性统计应用软件
STSS!&#&

进行统计处理#相关系数
/

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f&#&$

)

@

!

结
!!

果

@#?

!

两均数比较
!

各组
eP]

*

eST

*

WG/>;

水平测定结果见

表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糖尿病患者治疗
!

个月*

*

个月后#

eP]

*

eST

*

WG/>;

水平显著下降#与治疗初始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说明
eP]

*

eST

*

WG/>;

水平变化#可以反

映糖尿病治疗和控制效果)

@#@

!

相关分析
!

通过对治疗初始*治疗
!

个月及
*

个月的

eP]

*

eST

*

WG/>;

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分别为

/

eP]

"

eST

f&#+*%$

*

/

2P]

"

WG/>;

f&#+%"*

*

/

eST

"

WG/>;

f&#'4(+

#

!

$

&#&!

#说明三者之间相关程度显著)

表
!

!!

!!$

例糖尿病患者
eP]

&

eST

&

WG/>;

水平

!!!!

测定结果#

1U<

%

时段
eP]

$

DD9>

"

P

&

eST

$

'

D9>

&

WG/>;

$

3

&

治疗初始
!(#"U(#+ ('4#'U$+#* !&#%+U*#$(

治疗
!

个月
4#%U*#$ **%#*U("#4 '#+"U"#*$

治疗
*

个月
+#(U"#! "("#+U"4#( (#$'U!#('

!

$

&#&!

$

&#&!

$

&#&!

A

!

讨
!!

论

eP]

是目前临床诊断糖尿病的常用指标#但因其波动性

和瞬间性的特点'

!

(

#它反映的只是体内某个时间即刻的血糖水

平#单独测定
eP]

不能作为评价糖尿病控制程度的指标)

eST

是血液中的葡萄糖与清蛋白和其他蛋白分子
L

末端发生

非酶促糖化反应形成的糖化血清蛋白)由于血清中清蛋白的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8BOPEGQ?:

!

/

I

@6>"&!!

!

R9>#*"

!

L9#(



半衰期约
"!:

#所以
eST

测定可反映患者过去
"

!

*

周的平均

血糖水平#并且在体内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年龄*饮食*药物*

妊娠等因素及临时血糖浓度波动的影响#克服了血糖测定的不

稳定性)

eST

能反映近期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波动情况#较早

地提供血糖控制信息#是反映血糖控制状态的良好指标之

一'

"

(

)

WG/>;

是由萄萄糖与
WG/

的
#

链缬氨酸残基经过缓慢

的*不可逆的*非酶促反应缩合而成的产物)

WG/>;

的浓度与

红细胞寿命$平均
!"&:

&和该时期内血糖平均浓度有关#不受

每天葡萄糖波动*运动或食物影响#可反映患者抽血前
"

!

*

个

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在糖尿病监测中的作用优于
eP]

'

*

(

#可用

于评估血糖控制效果#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一个长期的血糖监控

信息'

(

(

#是判断糖尿病长期控制的良好指标'

$

(

)正常时#

WG/>;

占健康成人血红蛋白总量的
*3

!

'3

)其生成多少与

血液中葡萄糖的含量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

(

#可以间接反映现

有血糖浓度变化)血糖浓度升高#

WG/>;

水平随之升高)血

糖浓度降低#

WG/>;

水平亦随之降低)研究结果显示#在

WG/>;

水平与血糖平均值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WG/!;

每变化

!3

约相当于血糖变化
"DD9>

"

P

'

+

(

)国外已将
WG/>;

监测作

为糖尿病疗效判定和调整治疗方案的,金指标-)如果
WG/>;

#

43

#说明患者存在持续性高血糖#可以出现糖尿病性周围神

经病变*肾病*动脉硬化*白内障等并发症#并有可能出现酮症

酸中毒等急性合并症)若糖尿病患者
WG/>;

的水平降低至

%3

以下#则糖尿病的并发症将大大降低)因此#

WG/>;

还可

作为监测指标来评估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情

况'

%04

(

)

eP]

*

eST

*

WG/>;*

种指标反映了
*

个不同时段的血糖

水平#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近期*纵向*全程的血糖水平信

息'

!&

(

)本文通过测定糖尿病患者治疗前后
eP]

*

eST

*

WG/>;

水平变化及相关性分析#说明随着糖尿病病情的控制#

eP]

*

eST

*

WG/>;

水平随之降低#并且三者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动

态监测
eP]

*

eST

*

WG/>;

三者含量变化#可以作为评价疗效

及监测病情控制状况的重要实验参考指标#对临床制定更加正

确*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保证治疗效果#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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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医院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与实践

刘
!

洁

"湖北省黄石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传染病医院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及各种传染病的隔离防护%方法
!

确立实验室各级人员职责!制定

意外事故应急预案!了解实验室生物风险的种类&来源!配备必要安全防护设备!严格标本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

准
\S

(

.*!!0"&&4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进行防护%结果
!

严格实验室管理!规范防护措施!避免了生物安全事故发生%结论
!

规

范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可以有效减少实验室工作人员职业暴露!最大限度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

关键词"临床实验室技术#

!

组织和管理#

!

生物安全

!"#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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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安全贯穿于实验的整个过程#从取样开始到所有潜在

危险材料被处理)重视生物安全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医

院管理评审的要求*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需要和实验室工作人

员自身保护的需要)近年来#一些曾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死灰

复燃#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本

院作为黄石地区唯一一所传染病医院#定点收治
WJR

*严重急

性呼吸道综合征$

S/XS

&*禽流感*手足口病*甲型
W!L!

流感

等传染病#在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

验#供同道参考)

?

!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原则

确保人员不受实验对象侵染#确保实验室环境不受污染)

?#?

!

安全首位
!

一切与生物安全有冲突的行为都应服从生物

安全的要求)

?#@

!

严格管理
!

病原微生物分类管理#临床实验室分级管

理'

!0"

(

)

?#A

!

传染源控制
!

必要的实验必须在符合行业要求的不同实

验室内进行)

?#B

!

预防为主
!

坚持,标准预防-的原则#树立自我防护意识)

?#F

!

实用方便
!

实验室功能齐全#合乎要求#讲求实用#不求

奢华)

@

!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

!

符合现有相关的行业法律*法规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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