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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张晋敏 

山西省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晋中  030800 

摘要：目的：分析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随机选取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8月来院就诊的 90 例糖尿病患者以及 100 例同时期进行健康体检的人员分别作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利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进行空腹血糖 F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 的检测.结果：测得的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普遍高于体检的健康
人员。结论：这些生化项目的检测对临床糖尿病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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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糖尿病是一种胰岛素分泌缺陷或作用力低下而引起的一

种血糖升高的内分泌疾病。它的特点是发病缓慢，病程长，

临床表现非常复杂。近年来随着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

化项目开始应用于临床.常见的糖尿病诊断指标有糖化血红

蛋白、血糖等.其中早在 2010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就将

糖化血红蛋白（HbAlc）最为糖尿病筛查和诊断指标，确定

HbAlc≥6.5%为诊断切点。研究表明，糖尿病的严重程度与这

些血液生化指标呈正相关，对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

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收集了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8 月就

诊的糖尿病病人和健康体检者分别作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

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的检测，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8 月来院就诊的糖尿

病患者 90 例，其中男病人 50 例，女病人 40 例，年龄 20～

60 岁，健康体检人员 100 例，男 50 例，女 50 例，年龄 20～

60 岁。参照 WHO 制定的诊断标准来作为这次糖尿病的判定。 

1.2 生化检验方法 

1.2.1 空腹血糖检测 抽取受检者清晨空腹状态下静脉

血 3ml 放入到普通生化试管内 , 进行离心（离心速度 3000 

r/min, 时间 10 min）, 提取血清。运用 BECKMAN AU5811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 通过己糖激酶法检测患者空腹血糖。 

1.2.2 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 空腹抽取血液样本，随后用

高效液相层析法来进行 HbAlc 检测，采用美国伯乐 D-10 全

自动 HbAlc 分析仪，对患者 HbAlc 水平进行检测。 

1.3 观察指标  HbAlc 正常范围为 4.0%～6.0%； FPG

水平的正常范围为 3.89～6.11mmol/L。 

1.4 统计处理 所得数据用 SPSS22.0 进行处理，所有计

量资料用（ sx  ）表示。组间差异比较均采用 t 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比较其 HbAlc 与 FPG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1。 

表 1 检测结果比较（ sx  ,n/% ） 

HbAlc（%） 
组别 例数 FPG(mmol/L) 

≤6.5% 6.5%～7.8% ≥7.8% 

糖尿病组 90 9.58±2.51 20（22.2） 55（61.1） 15（16.7）

对照组 100 4.28±1.31 100（100.0） 0（0.0） 0(0.0) 

3 讨论 

当今，糖尿病在所有的非感染疾病中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和肿瘤位居第三位，它的影响力和严重程度不容忽视。引起

糖尿病的原因有很多：肥胖，肥胖是引起发病的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它主要是因为肥胖者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高胰岛素

血症，这会造成胰岛β细胞释放大量的胰岛素引发更高水平

胰岛素血症，这样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β细胞功能紊乱，

引起 2 型糖尿病；精神因素，快节奏的生活和激烈的竞争

使许多人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这些压力使人们内分泌紊乱，

分泌许多升血糖激素，这些激素的长期释放最终会导致内分

泌调节紊乱引起糖尿病；③遗传因素，很大一部分糖尿病患

者往上追溯几代都差不多有相应的病史，这就说明糖尿病有

一定的遗传性；④饮食因素，高脂饮食者更易导致糖尿病，

因此多样化的饮食是降低糖尿病发病不可缺少的因素；⑤病

毒感染，某些 1 型糖尿病患者是在感染腮腺炎病毒，流感病

毒后显现的。 

临床上主要依靠糖耐量（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等生化项目来对糖尿病进行初步诊断。糖尿病

诊断很大一部分仍然依赖于空腹血糖，它的作用是对机体分

泌胰岛素的能力进行判定也就是胰岛的功能，监测病情变化，

对临床医生的下一步用药进行。餐后两小时血糖的作用是观

察患者进食后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最近的研究发

现，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 2 h 血糖，反映的都是检测当

时的即刻状态，检测结果容易受很多因素的干扰，如患者可

能有使用过胰岛素，或者抽血时间的不同和患者饮食结构的

不同，都会影响检测值的准确性，从而干扰诊断结果。糖化

血红蛋白能准确反映待测者 2-3 个月之前的血糖水平。且不

受胰岛素、抽血时间的影响，可见其稳定性较高。现已作为

糖尿病诊断标准。 

通过本次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到：患有糖尿病疾病的患者

其 HbAlc、FPG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

意义，P ＜ 0.05。另外，糖尿病患者们的 HbAlc 与 FPG 水

平呈正相关关系，p ＜ 0.05。 

糖化血红蛋白与空腹血糖联合检测在糖尿病早期筛选中

的应用 , 可提高糖尿病早期确诊率 , 便于患者早期就诊。

因此 ,可将空腹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共同用于糖尿病诊

断工作中 , 以保证临床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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