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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准确测定糖尿病患者体内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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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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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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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国际比对样本及临床患者标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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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均值'精密度和偏倚!评价质谱
7;7

方法测定糖化血红

蛋白的优势&结果
"

在
9-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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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监测模式下!均以峰面积为计算依据!横坐标为峰面积比值!纵坐标

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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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绘制标准曲线!在给定的浓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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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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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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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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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实验室国际比对样本中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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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血液样本中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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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模式可以获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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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致的结果!检测值和精密度

等监测结果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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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实验室国际比对要求!同时灵敏度和信噪比进一步提升!抗干扰能力更好!应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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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定义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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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的重要指

标#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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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参

考方法一直沿用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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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或液相色谱串联毛细管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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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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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质谱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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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利

用质谱多反应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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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测量方法实验流程处理血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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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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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氢氧化钠等#均为分析纯)

4;

*#购自北京化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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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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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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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存终止反应#获得酶解产物$将酶解物

室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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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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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液相色谱串联

三重四级杆质谱法测定所有实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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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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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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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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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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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的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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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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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以峰面积为计算依据#横坐标为

5E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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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4&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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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纵坐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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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面

积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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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标准曲线#见图
3

+在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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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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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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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4!B

是葡萄糖与血红蛋白
6

链
:

末端的缬氨

酸进行非酶促反应后形成的糖基化蛋白#与红细胞的

生存周期密切相关&

3

'

#由于其反映糖尿病患者
"

#

#

个月前的血糖控制平均水平&

(

'

#一直被临床医生认

可#各国研究人员也参照
-\00

推荐的参考方法开展

地区间和国际间的
,c4

计划&

@

'

#由于推荐的质谱参

考方法标本处理时间长#检测稳定性和重复性要求

高#也有报道对其进行改良实验&

'

'

$随着三重四极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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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技术的发展#通过利用相对分子质量的不同#采

用多重离子对监测技术#有效地排除杂质干扰#增加

专属性和灵敏度#并做出快速的分析&

2

'

$近年来该技

术在分析化学领域#尤其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得到日

益广泛的应用$对于复杂的%基质背景高的生物样

本#高灵敏度和高信噪比的
7;7

方法受到实验室工

作人员的重视#尤其对于分辨率要求高的生物样本#

此前
]54:)

等&

!&

'也开展了应用
7;7

方法测定

5E4!B

相关内容的研究#本研究实验中发现在质谱定

量分析
5E4!B

实验中#同时选择了二级质谱
5E4&

的
S

"

W

为
#%'$"

%

!!&

#

5E4!B

的
S

"

W

为
%"2$"

%

"%3

替代
-\00

推荐
9-7

质谱法的
S

"

W

为
#%'$"

)

5E4&

*

和
%"2$"

)

5E4!B

*#

"

种模式下相关系数
>

" 均大于

&$22

#线性关系良好#测定结果也符合
-\00

参考实验

室国际比对的要求#由于血液样本的复杂性#

7;7

在

抗干扰方面优于
9-7

#有望成为准确测定
5E4!B

的

一种新方法$

在
5E4!B

测定的比对方法中&

!!

'

#质谱法测定一

直受到各界专家的认可#

-\005E4!B

标准化工作组

的国际参考网络成员中#

'&e

的实验室采用此方法#

其准确性和一致性已经过反复的论证#

7;7

技术在

处理复杂生物样本时#具有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准确度高等特点#在蛋白质测定和小分子蛋白定量检

测中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虽然本研究提示质谱
7;7

技术对于准确测定

5E4!B

有很明显的应用价值#但是由于本研究只涉及

较少的实验样本#准确的循证医学研究还需要大量的

后续样本的验证以便确定更准确和更优化的质谱

参数&

!"

'

$

F

"

结
""

论

本研究使用
7;7

质谱技术应用于糖化血红蛋

白的检测#稳定性和重复性均符合参考方法比对要

求#与
-\00

推荐的
9-7

质谱参考方法比较干扰能力

强#准确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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