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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血糖仪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血糖检测结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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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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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快速血糖仪"

XJ'(

$测定患者血糖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糖结果的差异%方法
"

应用
XJ'(

血糖

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糖尿病患者
!"

例的空腹&餐后末梢血&静脉血清及抗凝全血进行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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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空腹&餐后末

梢血&静脉全血&抗凝血清分别用
XJ'(

血糖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

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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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血采用

XJ'(

血糖仪进行检测结果最低!血清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结果最高%结论
"

XJ'(

血糖仪最好用于空腹末梢血血糖的监测

或血糖过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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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随着糖尿病

患者的增多#快速血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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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患者末梢血成为检测血

糖的快捷手段#给糖尿病患者带来方便#已被临床广泛使用并

用于血糖控制监测及疗效观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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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缺乏质量保

证体系#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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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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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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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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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及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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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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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及配套

试纸条#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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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由北京利德曼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空腹血糖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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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E7?

"

O

&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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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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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采集
"

门诊糖尿病患者
!"

例#空腹*餐后分别采末

梢血#直接测定和抽取
!EO

静脉血及
!EOUT(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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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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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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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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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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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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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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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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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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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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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空腹末梢血*静脉全血*血清#分别用

XJ'(

血糖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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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结果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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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测末梢血结果最

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血清结果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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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餐后末梢血*静脉全血*血清分别用
XJ'(

血

糖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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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结果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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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测末梢血结果最低#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静脉全血结果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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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虽有简便*快速*不受场所限制等优点#但

XJ'(

血糖仪检测结果存在差异'本文通过不同标本*不同仪

器得出的结果表明#

XJ'(

血糖仪测定末梢血的结果偏低#这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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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测定全血包括红细胞在内的诸多物质中

的葡萄糖水平#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的是血浆或血清内已

经去除了红细胞的葡萄糖水平#由于血浆或血清不含红细胞#

因此这些标本中的葡萄糖水平更密集'结果显示#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测定空腹血糖水平高于末梢血的
+)/).

#高于静脉全

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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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餐后血糖水平高于末梢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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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静脉全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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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末梢血与静脉全血及

血浆的血糖水平有明显差异#尤以
XJ'(

血糖仪测定餐后血

糖不确定因素更多#且还受测定范围限制#过高或过低水平不

能准确显示#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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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最好用于

空腹末梢血血糖的监测或血糖过筛实验#不能用于糖耐量和餐

后血糖的波动曲线#更不能代替实验室血糖结果的检测作为确

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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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评价并保证
XJ'(

血糖仪的准确性已成为

临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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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的管理#

有效地提高
XJ'(

血糖仪的检验质量#提供符合临床要求的

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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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全血质控品难以保存#

室间质量评价难以执行#故定期与实验室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测定值进行比对#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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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仪检测准确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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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

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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