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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石家庄地区机关企事业人群空腹血糖受损"

Y_]

%情况!为糖尿病早期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年

在该院参与体检的石家庄地区机关企事业职工
!$%$78

例进行空腹血糖检测!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78

例体检人员中!

Y_]

人群占
!6#-!5

!男性中占
!-#-!5

!女性中占
!$#"85

'男性
Y_]

构成比由
!7

$%

"!

岁组的
8#/!5

!随着年龄增加!

.!

$%

.-

岁组达到峰值
8$#665

!然后稍降'而女性
Y_]

比例由
!7

$%

"!

岁组的
!#//5

!随着年龄增加!至
/!

$%

/-

岁组达到第
!

次

峰值
"$#".5

!

/-

$%

-!

岁组下降后!再快速上升!至
.-

$%

7!

岁组达到第
"

次峰值
8!#.65

!然后稍降'结论
!

Y_]

率男性高于

女性'

Y_]

发生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在一定年龄"

.$

岁以上%达到高峰后相对稳定'

关键词"空腹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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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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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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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JC<

B

CF@C

#

I>F

E

F>?:L:<

B

CNC;:;I>F@CFG

OE

F@?@<A:><>IL:CN@A@;M@GG:AJ;#:%'-,$2

!

=D@IC;A:<

B

NG>>L

B

GJH>;@G@?@G>I!$%$78>I,

I:H@P>FK@F;C<L@<A@F

E

F:;@

E

@F;><<@G:<V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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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多发于
6$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近年来#其发

病率迅速增加#并有年轻化趋势)

!,"

*

(空腹血糖受损$

Y_]

&是

糖调节受损的一种类型#也是将来发展为
"

型糖尿病和形成心

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检测空腹血糖#筛选糖尿病或代谢综合

征的高危人群#及早发现有无
Y_]

现象#进行早期干预#对于

减少糖尿病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就
"$!"

年来本

院体检人群空腹血糖结果进行分析#监测空腹血糖在不同年

龄'性别中的变化特点#为制定合理的健康管理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本院参与体检人员
!$%$78

例#其中

男
.6%!6

例#女
86!-%

例#年龄
!7

$

%.

岁(均为石家庄市及

其周边地区不同职业人员#主要包括机关公务员'离退休干部'

教师'金融机构职工'电力系统职工'铁路企业职工'招工体检

及部分自发体检人员(排除参加临床药理试验及年龄小于
!7

岁者(

?#@

!

标本采集
!

采集所有受试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8MT

#

"D

内分离血清#立即进行检测%剔除溶血'脂血标本(

?#A

!

血糖检测
!

采用罗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糖#试剂

均为罗氏进口试剂(质量控制符合实验室质控标准要求(

?#B

!

空腹血糖诊断标准
!

按
"$$8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202

&

制订的血糖分类标准进行诊断(正常血糖!空腹血糖小于
/#-

MM>G

"

T

$包括餐后血糖
.#7

$%

!!#!MM>G

"

T

&%

Y_]

!空腹血糖

/#-

$%

.#$MM>G

"

T

$包括餐后血糖
.#7

$%

!!#!MM>G

"

T

&%

糖尿病血糖!空腹血糖大于或等于
.#$MM>G

"

T

(

?#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3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N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F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8

种不同空腹血糖值总的构成比及性别特征
!

!$%$78

例参与体检者中#正常血糖
7.8"8

例$

7$#$/5

&#

Y_]!/%86

例$

!6#-!5

&#糖尿病血糖
/7"-

例$

/#865

&(男性中#正常血

糖
/..7-

例$

..#!85

&#

Y_]!"66$

例$

!-#-!5

&#糖尿病血糖

6-77

例$

-#"-5

&%女性中#正常血糖
"%/8.

例$

7-#665

&#

Y_]

86%6

例$

!$#"85

&#糖尿病血糖
!!87

例$

8#885

&(男'女各

年龄的空腹血糖均值变化曲线显示!男性空腹血糖呈单峰现

象#在
-/

岁达峰值(女性的呈双峰现象#分别在
-!

'

./

岁达峰

值#见图
!

(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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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HA>N@F"$!/

!

'>G#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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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男女各年龄段空腹血糖变化趋势

@#@

!

正常血糖人群血糖的变化趋势及性别特征
!

总体上#男

性中空腹血糖小于
/#-MM>G

"

T

的构成比$

..#!85

&小于女性

$

7-#665

&(男性随着年龄增加空腹血糖小于
/#-MM>G

"

T

的

构成比逐渐降低#由
!7

$%

"!

岁组的
%-#6%5

降至
.!

$%

.-

岁的
/-#.75

%而女性总的趋势也是随着年龄增加逐渐降低#

至
/!

$%

/-

岁组下降为
.6#$%5

#但在
/-

$%

-!

岁组又升高

至
7$#%"5

#接着又逐渐下降#在
.-

$%

7!

岁组降至最低#仅

占
/8#%65

(而与
.-

$%

7!

岁组比较#

7!

岁及以上组男女均

表现出空腹血糖小于
/#-MM>G

"

T

的构成比例增加(见表
!

(

@#A

!

Y_]

人群血糖变化趋势及性别特征
!

总体上#男性中空

腹血糖
/#-

$%

.#$MM>G

"

T

的构成比$

!6#-!5

&大于女性

$

!$#"85

&(男性
Y_]

比例由
!7

$%

"!

岁组的
8#/!5

#随着

年龄逐渐增加#至
.!

$%

.-

岁组达到峰值
8$#665

#然后稍

降(而女性
Y_]

比例由
!7

$%

"!

岁组的
!#//5

#随着年龄增

加#至
/!

$%

/-

岁组达到第
!

次峰值
"$#".5

#然后
/-

$%

-!

岁组下降后#再快速上升#至
.-

$%

7!

岁组达到第
"

次峰值

8!#.65

#然后稍降(

Y_]

比例在
"-

$%

8!

岁组和
.-

$%

7!

岁组分别是女
8#!!5

'男
"#$-5

#女
8!#.65

'男
"-#!!5

#女

性中
Y_]

比例略高于男性(而其他年龄组
Y_]

所占比例均为

男性大于女性(见表
!

(

@#B

!

糖尿病血糖人群变化趋势及性别特征
!

总体上#男性中

空腹血糖大于或等于
.#$MM>G

"

T

的构成比$

-#"-5

&大于女

性$

8#885

&#说明男性患糖尿病者比例大于女性(除
!7

$%

"!

岁组外#其他各年龄组均有一定比例人群的空腹血糖大于

或等于
.#$MM>G

"

T

(除
"-

$%

8!

岁组'

7!

岁以上组外#其他

各年龄组#均为男性中构成比大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空

腹血糖大于或等于
.#$MM>G

"

T

比例逐渐增加#男性在
--

$%

.!

岁组达到峰值
!/#8%5

#女性在
.-

$%

7!

岁组达到峰值

!6#8"5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组空腹血糖检测结果特点

年龄$岁& 性别
$ Ng@

$

MM>G

"

T

& 范围$

MM>G

"

T

&

%

/#-MM>G

"

T

)

$

$

5

&*

/#-

$%

.#$MM>G

"

T

)

$

$

5

&*

&

.#$MM>G

"

T

)

$

$

5

&*

!7

$%

"!

男
8%% 6#.%g$#68 8#7%

$

-#%8 87/

$

%-#6%

&

!6

$

8#/!

&

$

$

$#$$

&

女
!/. 6#.7g$#6! 8#%$

$

-#-- !/8

$

%7#6/

&

6

$

!#//

&

$

$

$#$$

&

"!

$%

"-

男
/.." 6#7/g$#67 8#7%

$

!6#!8 //""

$

%/#-.

&

"8%

$

6#!6

&

!!

$

$#!%

&

女
"/-! 6#..g$#66 8#7%

$

!-#$7 "/!!

$

%7#$/

&

67

$

!#7.

&

"

$

$#$7

&

"-

$%

8!

男
%77" 6#%%g$#-% 8#77

$

!-#7. %-/.

$

%.#."

&

"$6

$

"#$-

&

"!

$

$#"!

&

女
666" 6#7"g$#6. 8#7.

$

!6#/6 6"%"

$

%-#-"

&

!87

$

8#!!

&

!"

$

$#".

&

8!

$%

8-

男
%!." /#!/g$#%$ 8#8"

$

!7#"" .%86

$

7-#/$

&

!$68

$

!!#8.

&

!%/

$

"#!8

&

女
6$.. 6#%$g$#/6 8#7%

$

!/#.% 87//

$

%6#//

&

"$.

$

/#$7

&

!/

$

$#8.

&

8-

$%

6!

男
!$"!6 /#8$g!#!8 8#7%

$

"$#6" 7!-7

$

.%#%.

&

!-8!

$

!/#%.

&

6!/

$

6#$-

&

女
67!/ 6#%7g$#.8 8#78

$

""#$% 666!

$

%"#"8

&

8"7

$

-#7!

&

6-

$

$#%-

&

6!

$%

6-

男
!$!66 /#6.g!#8! 8#7%

$

"$#$" ./$!

$

.8#%6

&

"$$6

$

!%#.-

&

-8%

$

-#8$

&

女
678. /#$-g$#7$ 8#76

$

!7#// 688"

$

7%#/-

&

6"/

$

7#.%

&

7$

$

!#-/

&

6-

$%

/!

男
!$!$6 /#-"g!#/! 8#7%

$

8%#6/ -%!"

$

-7#6!

&

""6.

$

""#"6

&

%6/

$

%#8/

&

女
6"-% /#"$g!#$6 8#7%

$

"8#.$ 8/%.

$

76#"-

&

/6!

$

!"#-.

&

!8!

$

8#$.

&

/!

$%

/-

男
-!/- /#..g!#-" 8#7%

$

"!#78 8%$.

$

-8#6.

&

!/"7

$

"6#7"

&

."!

$

!!#.!

&

女
"/$! /#6"g!#"- 8#7%

$

!.#%% !7/8

$

.6#$%

&

/$.

$

"$#".

&

!6!

$

/#-6

&

/-

$%

-!

男
-$%" /#7$g!#/8 8#7%

$

!%#$7 8./!

$

-!#/.

&

!/./

$

"/#7/

&

.--

$

!"#/7

&

女
".8- /#-8g!#67 8#./

$

"$#7" ""!6

$

7$#%"

&

"7$

$

!$#"8

&

"6"

$

7#7/

&

-!

$%

--

男
".$8 /#%$g!#-7 8#7%

$

"6#6. !/.8

$

/7#!%

&

.67

$

".#-.

&

87"

$

!6#!6

&

女
!6%6 /#7"g!#-! 8#7%

$

"8#/7 %!6

$

-!#!7

&

6$"

$

"-#%!

&

!.7

$

!!#%!

&

--

$%

.!

男
!.7$ /#%.g!#.8 8#7%

$

"8#77 !$!"

$

/-#7-

&

6%6

$

".#./

&

".6

$

!/#8%

&

女
!$!- /#.%g!#6- 6#$"

$

!/#!. -"%

$

-!#%!

&

"/.

$

"/#"%

&

!8$

$

!"#7$

&

.!

$%

.-

男
!8%8 /#7/g!#67 8#7%

$

!7#$" .%!

$

/-#.7

&

6"6

$

8$#66

&

!.7

$

!"#.7

&

女
-/8 /#76g!#.$ 8#7%

$

8$#$. 87.

$

/%#"-

&

!7/

$

"7#88

&

7!

$

!"#6$

&

.-

$%

7!

男
7!" /#7.g!#-" 8#7%

$

!.#/! 67!

$

/%#"8

&

"!"

$

"-#!!

&

!!%

$

!6#--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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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讨
!!

论

糖调节异常$

Y]4

&#又称糖尿病前期#指血糖水平高于正

常#但尚未达到目前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状态(

Y]4

属于正常血

糖发展到糖尿病的中间状态#包括
Y_]

与糖耐量减低$

Y]=

&

"

种情况(空腹血糖
/#-

$%

.#$MM>G

"

T

称为
Y_]

#是糖调节受

损的一种类型#此期血糖水平及所伴其他代谢异常可使器官组

织发生损伤#尤其是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病变)

8

*

(检测
Y_]

有

利于筛选糖尿病或代谢综合征的高危人群#以进行早期干预#

减少糖尿病发生)

6

*

(

本研究显示
Y_]

检出率高达
!6#-!5

#与相关文献比较偏

高#如赵川等)

/

*对
"$!$

年石家庄市新华区大于或等于
!7

岁居

民
%$7

人的调查发现
Y_]

检出率为
7#8.5

%从性别上看#

Y_]

检出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与部分研究报道一致)

-,.

*

(从年龄

角度看#随年龄增长#

Y_]

检出率增高的趋势更加明显(美国

临床生化学会$

12(+

&文件指出#空腹血糖从
8$

$%

6$

岁至

-$

$%

.$

岁随年龄上升#以后就不再升高)

7

*

(国内钟富军

等)

%

*对成都市苏坡区居民
/"6.

人空腹血糖水平调查分析显

示#该区受检者
Y_]

检出率为
!!#85

#随年龄增加而升高#

-$

$%

.$

岁检出率最高#

.$

岁及以后呈下降趋势(而本研究

结果显示男性在
.!

$%

.-

岁组达到峰值#而女性出现双峰值

现象#分别在
/!

$%

/-

岁和
./

$%

7!

岁组#与其报道结果不

一致#表明
Y_]

检出率存在地区差异(

女性在
"-

$%

8!

岁组#

Y_]

与糖尿病血糖所占比例略高

于男性#该年龄组女性部分正处于哺乳期阶段#是否二者存在

某种联系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女性
Y_]

比例在
/!

$%

/-

岁组达到第
!

次峰值
"$#".5

#此年龄组女性处于更年期#因

此#这与女性内分泌系统激素水平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待进一

步证实(糖尿病血糖者中#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自
"!

岁组起就

开始出现#因此#从年轻时期就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科学的

生活方式对人的生命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6,-

*

(

相对于糖尿病#人们对
Y_]

认识及采取的措施显然不够(

事实上在
Y_]

阶段已存在可造成器官损伤的代谢紊乱#

Y_]

可

促进血管内皮损伤造成动脉粥样硬化#从而使心血管病发生率

增加)

",8

*

(/美国胆固醇防治指南0中明确指出
Y_]

是发生心

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因此#早期发现
Y_]

#并及时干预对预

防大血管病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型糖尿病自然病程分
8

期!$

!

&高血糖前期#出现胰岛素抵抗及代偿高胰岛素血症%$

"

&

高血糖期#从
Y_]

'

Y]=

糖调节受损到糖尿病%$

8

&慢性并发症

期(可见
Y_]

'

Y]=

是糖尿病发展的重要阶段#是罹患糖尿病

的高危人群(相关报道称
Y_]

者每
/

$

!$

年#有
!

"

8

转变为糖

尿病#

!

"

8

仍为
Y_]

#

!

"

8

可转变为正常血糖)

!$

*

(

综上所述#石家庄地区机关企事业人群人群
Y_]

存在性

别差异#男性高于女性#总体空腹血糖水平男女都有随年龄增

长而增高趋势#

Y_]

检出率男性高于女性#所以#通过体检及时

发现
Y_]

患者#可筛选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对这类患者进行宣

传教育及生活方式的干预#提高人们的健康保健意识#定期体

检#使更多
Y_]

人群得到逆转#从而可有效预防和延缓糖尿病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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