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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胶乳凝集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及其在
/

型糖尿病初诊中的应用

邱
!

谷$

!张曙晴$

!陈红梅/

"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4

检验科'

/4

内分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胶乳凝集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

OF<$K

#及其在
/

型糖尿病"

"/1Z

#初诊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以

往未诊断过糖尿病"

1Z

#和进行相应治疗的志愿者
&&/

例!受检者
$%(

内无热量摄入!测定
OF<$K

%空腹血糖"

X,W

#!餐后
/(

血

糖"

/(,W

#和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aW""

#$结果
!

/$&

例
"/1Z

患者
OF<$K

显著高于空腹血糖受损"

-XW

#%糖耐量受损

"

-W"

#及血糖试验正常"

]W"

#者"

!

#

%4%$

#'用
+a!

曲线法得到
OF<$K

临床诊断界值为
#43̂

!

+a!

曲线下面积为
%4&&#

!采用

OF<$K

"

#43̂

判断
"/1Z

时!其敏感性为
0045̂

!特异性为
854%̂

'以
OF<$K

"

#43̂

检出
/(,W

"

$$4$MM=C

&

V

的敏感率为

004%̂

!漏诊率为
/'4%̂

$结论
!

OF<$K

诊断敏感性和诊断性能优于
X,W

!胶乳凝集法测定
OF<$K

稳定性好%精确度高!能进行

自动分析!可取代
X,W

用于临床
1Z

筛查和初诊$

关键词"胶乳结合试验'

!

血红蛋白
<

!糖基化'

!

糖尿病!

/

型

!"#

!

$%4'8#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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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T

文章编号"

$#0'*3$'%

"

/%$$

#

/%*/3%0*%/

!!

/%$%

年
$

月美国糖尿病协会$

<1<

%在更新的/糖尿病诊

疗标准0中正式将糖化血红蛋白$

OF<$K

%作为糖尿病$

1Z

%的

诊断方法之一#但是目前临床
OF<$K

测定方法众多#涉及层析

技术(电泳技术(免疫技术(生化比色分析等方法原理)

$

*

#方法

学性能差异很大#其实际临床应用效果还有待验证'本研究探

讨用自动生化分析仪胶乳凝集法测定
OF<$K

及其在
/

型糖尿

病$

"/1Z

%初诊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4B

!

一般资料
!

本院
/%%8

年
0

月至
/%$%

年
$/

月门诊为明

确
1Z

诊断而就诊者和本区教师(企业退休人员体检者'排

除对象为既往已明确诊断的
1Z

患者(恶性肿瘤(甲亢(甲减(

贫血(慢性肾病糖皮质激素治疗(胰腺炎患者#随机入选符合条

件的志愿者
&&/

例#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3$/

例#平均年龄

$

5#S$/

%岁'受检者
$%(

内无热量摄入#测定
OF<$K

(空腹血

糖$

X,W

%餐后
/(

血糖$

/(,W

%和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

aW""

%'

B4C

!

方法

B4C4B

!

仪器与试剂
!

在
O-"<!O-0#%%*%/%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上#用波音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胶乳凝集法试剂测定

OF<$K

'用日本和光纯药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己糖激酶法试

剂测定葡萄糖'

B4C4C

!

标本采集
!

葡萄糖测定血液用草酸钾
*

氟化钠抗凝管

采集#

'%M:;

内分离血浆检测'

OF<$K

测定取空腹静脉血肝

素抗凝#

/%%%@

"

M:;

离心
/M:;

#分离后从血细胞层中取样#加

入溶血剂溶血后检测'

B4C4D

!

OF<$K

测定原理
!

利用抗原抗体反应直接测定总
OF

中
OF<$K

的百分含量'样品中总
OF

和
OF<$K

与胶乳有相

同的非特异性吸附而固相化#当加入
OF<$K

的特异性单克隆

抗体后形成胶乳
*OF<$K*

鼠抗人的
OF<$K

单克隆抗体的复合

物#此复合物由于羊抗鼠
-

H

W

抗体而形成凝集#凝集量因胶乳

表面固相化的
OF<$K

量的不同而不同'通过测定吸光度并与

OF<$K

百分浓度的标准曲线比较后#可求出样品中
OF<$K

占

总
OF

的百分含量'

B4D

!

统计学处理
!

各组计量资料以
@S?

表示#两组间均值比

较用
5

检验#

+a!

曲线采用
.,..$'4%

统计软件绘制分析'

C

!

结
!!

果

C4B

!

各组
OF<$K

(

X,W

及
/(,W

检测结果比较
!

按照
$880

年
<1<

提出的糖尿病诊断标准)

/

*

#

&&/

例受检者中诊断为

"/1Z/$&

例#空腹血糖受损$

-XW

%和糖耐量受损$

-W"

%

$##

例#血糖试验正常$

]W"

%者
38&

例'各组
OF<$K

(

X,W

及
/(

,W

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各组
OF<$K

'

X,W

及
/(,W

检测结果比较#

@S?

$

组别
% OF<$K

$

^

%

X,W

$

MM=C

"

V

%

/(,W

$

MM=C

"

V

%

"/1Z

组
/$& 04&5S/4//

&.

&4&$S'4%#

&-

$54/%S34&0

&.

-XW2-W"

组
$## 5480S$4''

&

#45%S%4#/

&

&485S$4$'

&

]W"

组
38& 54/'S%4## 34&#S%43& 54'#S%48#

!!&

!

!

#

%4%$

#与
]W"

组比较&

.

!

!

#

%4%$

#与
-XW2-W"

组比

较&

-

!

!

#

%4%5

#与
-XW2-W"

组比较'

C4C

!

OF<$K

临床诊断界值的确定
!

将
/$&

例
"/1Z

患者的

OF<$K

作为阳性事件#

$##

例
-XW

(

-W"

者及
38&

例
]W"

者的

OF<$K

作为阴性事件#以纵轴为敏感性#横轴为
$7

特异性#绘

制
+a!

曲线#经
.,..$'4%

统计软件自动分析得到最佳临床

诊断界值为
#43̂

#

+a!

曲线下面积为
%4&&#

#

85̂

可信区间

为
%4&#0

!

%48%5

#用
OF<$K

"

#43̂

判断
"/1Z

时#其敏感性

为
0045̂

#特异性为
854%̂

'同法绘制
X,W

的相关
+a!

曲

线#得到曲线下面积为
%4&#5

#

85̂

可信区间为
%4&35

!

%4&&5

#

以
X,W

"

04%MM=C

"

V

判断
"/1Z

时#其敏感性为
0/4%̂

#特

异性为
$%%4%̂

'

+

0%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B[VDFZAL

!

1AKAMFA@/%$$

!

\=C4'/

!

]=4/%



C4D

!

在以
aW""

判断
1Z

状态时
OF<$K

与
X,W

诊断敏感

性比较
!

在
/$&

例
"/1Z

患者中#有
//

例
/(,W

#

$$4$

MM=C

"

V

而
X,W

"

04%MM=C

#在
/(,W

"

$$4$MM=C

"

V

的
$8#

例中#

X,W

"

04%MM=C

"

V

者为
$'5

例$

#&48̂

%#

X,W

#

04%

MM=C

"

V

者
#$

例 $

'$4$̂

%#

OF<$K

"

#43̂

者 为
$5$

例

$

004%̂

%#

OF<$K

#

#4'̂

者
35

例$

/'4%̂

%'

D

!

讨
!!

论

目前#

1Z

诊断主要是测定血浆葡萄糖#包括测定
X,W

和

aW""

'

X,W

测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存在生理波动和日间

波动#血液保存温度(时间会影响测定结果等)

'

*

'此外#

<1<

推荐
X,W

"

04%MM=C

"

V

作为
1Z

诊断标准#但一些研究显示

其敏感性较低)

3

*

#本研究中采用
+a!

曲线#以
X,W

"

04%

MM=C

"

V

判断
"/1Z

时#敏感性为
0/4%̂

&在
/$&

例
"/1Z

患

者中#以
X,W

"

04%MM=C

"

V

检出
/(,W

"

$$4$MM=C

"

V

的敏

感性为
#&48̂

#漏诊率为
'$4$̂

#也提示单用
X,W

作为筛查

指标#初诊
1Z

可能出现相当一部分患者漏诊'

aW""

仍然

是目前临床明确诊断
1Z

及糖代谢异常疾病的金标准#但该

法较为繁琐#患者试验前准备不足会影响结果#试验重复性差#

不适于大规模人群的筛查)

5

*

'

OF<$K

是血液中葡萄糖游离醛基与血红蛋白氨基间的非

酶缩合产物#其含量高低与红细胞接触的血糖水平及持续时间

相关#可反映患者慢性血糖水平#一直是临床用于判断
1Z

长

期控制情况的良好指标)

#*&

*

'尽管
OF<$K

测定标准化和一致

性尚未完全解决#但
OF<$K

被
<1<

于
/%$%

年正式列入
1Z

诊断指标之一#而目前国内有关
OF<$K

诊断
1Z

效能和最佳

临床诊断界值的资料不多#本研究采用自动生化分析仪胶乳凝

集法测定
OF<$K

#结果表明#

"/1Z

患者
OF<$K

显著高于

-XW

(

-W"

及
]W"

组$

!

#

%4%$

%#本研究得到
OF<$K

临床诊断

界值为
#43̂

#与
<1<

建议的临床诊断界值
#45̂

很接近'采

用
OF<$K

"

#43̂

判断
"/1Z

时#其敏感性为
0045̂

#特异性

为
854%̂

#前者高于以
X,W

"

04%MM=C

"

V

判断
"/1Z

时的敏

感性#用
OF<$K

和
X,W

诊断
"/1Z

的
+a!

曲线下面积分别

为
%4&&#

和
%4&#0

#前者略大于后者'本研究中#以
OF<$K

"

#43̂

检出
/(,W

"

$$4$MM=C

"

V

的敏感率为
004%̂

#漏诊率

为
/'4%̂

#提示用
OF<$K

作
"/1Z

筛查和初诊可较用
X,W

降低漏检率#与参考文献)

8

*报道结果一致'初步研究表明

OF<$K

诊断敏感性和诊断性能优于
X,W

#用
OF<$K

诊断
1Z

不会受到机体应急等因素影响#也较用
X,W

更符合
1Z

的定

义#胶乳凝集法测定
OF<$K

稳定性好(精确度高#能进行自动

分析#可取代
X,W

用于临床
1Z

筛查和初诊#对
OF<$K

值高

于诊断界值者#应行复查或
aW""

确诊
1Z

#对
OF<$K

低于

但接近诊断界值者#应进行
aW""

#以确诊糖代谢异常的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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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输入性恶性疟疾
/#

例实验室检测分析

于永敏!王勇鸣!冯
!

煦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检验科!郑州
35%%%5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恶性疟疾患者血常规及生化指标变化情况!为临床治疗和判断预后提供依据$方法
!

收集
/#

例外周血

镜检阳性的恶性疟疾患者血常规和生化指标结果!并与健康体检者
$/%

例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

/#

例输入性恶性疟疾患者外周

血红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红细胞比积均有不同地降低!血清乳酸脱氢酶%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明显升高!恶性疟疾患者血常

规及生化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结论
!

恶性疟疾患者血常规和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与其感染程度

及病情转归具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疟疾!恶性'

!

血常规'

!

生化指标

!"#

!

$%4'8#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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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T

文章编号"

$#0'*3$'%

"

/%$$

#

/%*/3%&*%/

!!

疟疾是全球性虫媒传染病之一#被
fOa

确定为严重危害

人类健康的疾病#世界上每年有
'

!

5

亿人被感染#死亡
$%%

!

'%%

万人'本省作为恶性疟疾的低发区#近年来#随着劳务输

出(商务旅游活动的增加#输入性恶性疟疾成为本省疟疾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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