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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应用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临床诊断价值分析 

姚元彪 

（福泉市妇幼保健院） 

【摘  要】目的：对比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在糖尿病患者临床诊断检验中的应用效果，从中探讨两种检验方式的临床检验价值。方

法：选取本院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1日收治的120例疑似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检验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

为两组，分别命名为研究组（生化检验方式）与对照组（常规检验方式），两组患者各120例；所有的患者均要接受常规

检验和生化检验两种检验方式，以临床综合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并对比两组患者的确诊准确率以及患者的血糖血脂情况。

结果：经过检验对比，发现对照组的确诊率为77.5%，对照组检验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75.89%与100.00%；实施生

化检验的研究组，确诊率为98.33%，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91.67与100.00%；经过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的准确率比较、

灵敏度比较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研究组患者检验的确诊率、灵敏度与特异度都要高于对照组，

所以在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检验检查中，应用生化检验能够更好的对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检查，能够提高患者检查的准确

率，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为治疗糖尿病患者提供准确切实的依据，生化检验具有临床检验推广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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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outine test and biochemical test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test of diabetic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test value of the two test methods. Methods：The 120 suspected diabetic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une 

1，2022 to June 1，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named study group

（biochemical test method）and control group（conventional test method），120 patients each；all patients should undergo routine 

test and biochemical test，with comprehensive clinical diagnosis results as the gold standard，and compare the diagnosis 

accuracy of the two groups and blood glucose profile of the patients. Results：After test and comparison，the diagnosis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7.5%，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75.89% and 100.00%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is rate was 98.33%，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1.67 and 100.00%.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the 

accuracy and sensitiv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research group patients test 

diagnosis rate，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o in the clinical examinat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the application of biochemical test can better check the basic situation of patients，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atients 

check，but also can better provide accurate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patients，biochemical test has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tes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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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糖尿病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主要是由高血糖
为主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非常高；糖尿
病是无法被治愈的一种疾病，并且随着病程的发展会对人体
造成很大的伤害，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糖尿病要
控制，就要从早期 始控制，因此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和病情
分析就是治疗糖尿病患者提高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
[1]。一般来说，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检验有两种方式，分别是
常规检验和生化检验；其中常规检验包括测量血糖、尿糖、
尿酮体、尿蛋白等指标，生化检验包括测量血清胰岛素、C
肽、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等指标。本研究将采取实验检验的
方式对这两种糖尿病检验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讨论这两种
检验方式在糖尿病临床检验上的表现情况，并总结这两种检
验方式的临床应用价值[2]。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1 日收治的

120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检验方式的不同
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命名为研究组（生化检验方式）与对
照组（常规检验方式），两组患者各 120 例。 

研究组患者基本情况如下：患者一共 60 例，其中男性
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32 例，年龄区间为 43-71，平均年龄
为 54.21±3.26 岁，病程在 3-10 年，平均病程在 6.25±2.10
年。对照组的基本情况如下：患者一共 60 例，其中男性患
者 34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龄区间为 44-73，平均年龄为
56.41±2.26 岁，病程在 3-10 年，平均病程在 6.18±2.34 年。 

纳入标准：①本研究选择的所有研究对象患者基本资料
齐全，均有正常的认知。②参与本次研究的所有患者与其家
属均知情本次研究，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
并严重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精神障碍以及血液类疾病的
患者。②患者的临床资料不完整不配合研究的[3]。 

（二）方法 
本次研究对所有的患者进行检验检测，按照检验方式的



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6卷 第 1期 2024年 

 110 

不同，将患者分为研究组（生化检验方式）与对照组（常规
检验方式），两组患者的人数均为 120 人。 

研究组（生化检验）方式如下：生化检验是一种通过测
量血液中待定生化指标来评估糖尿病血糖控制情况的方式，
常见的生化检验方法有以下几种：①空腹血糖。患者在至少
8 小时的禁食后，抽取静脉血样进行测定。正常情况下，空
腹血糖应该在 3.9-6.1 mmol/L 之间。超过此范围可能表明糖
尿病或糖耐量受损。②餐后血糖。患者在进食后 2 小时内抽
取静脉血样进行测定[4]。正常情况下，餐后血糖应该在小于
7.8 mmol/L。超过此范围可能表明糖尿病或糖耐量受损。③
糖化血红蛋白。通过测量血液中糖化血红蛋白的百分比来评
估过去 2-3 个月内的平均血糖水平。抽取患者的空腹静脉血
3ml 置入含乙二胺四乙酸抗凝剂的标本管中，通过色谱法完
成相关检测，正常情况下，HbA1c 应该在 4-5.6%之间。超
过此范围可能表明糖尿病或血糖控制不佳[5]。④口服葡萄糖
耐糖试验。患者在空腹状态下饮用一定量的葡萄糖溶液，需
要叮嘱患者在五分钟内饮用完毕，然后在 2 小时后抽取静脉
血样 3ml 进行测定。通过测量血糖水平的变化来评估胰岛功
能和糖耐量。正常情况下，2 小时血糖应该小于 7.8 mmol/L。
超过此范围可能表明糖尿病或糖耐量受损。⑤尿糖检测。通
过检测尿液中的葡萄糖含量来评估血糖控制情况。正常情况
下，尿液中不应该有葡萄糖。出现尿糖可能表明糖尿病或血
糖控制不佳[6]。 

对照组（常规检验）方式如下：在清晨，收集患者中断
的尿液 10 毫升，然后将其放入尿液分析仪中。通过干化学
葡萄糖氧化酶检验法，对患者的尿液进行细致的检测。这一
检测的目的是寻找尿液中葡萄糖的含量。如果尿液结果呈现

阳性，即表示尿液中的葡萄糖含量超标。这通常意味着患者
的糖尿病症状较为明显，可以初步判断为阳性；还需要结合
其他检查结果和患者的临床表现来进行综合判断。相反，如
果尿液结果为阴性，即表示尿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在正常范围
内。这通常意味着患者的糖尿病症状不明显或者未患病，可
以初步判断为阴性。 

观察指标：①临床综合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在对比研
究组（生化检验）与对照组（常规检验）的诊断效能时，以
葡萄糖耐量试验、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等临床综合诊断结果作
为判断糖尿病的 终标准。②诊断准确率。通过计算真阳性
例数和真阴性例数在总例数中的比例，评估诊断的准确性。
诊断准确率越高，说明检验方式越可靠。③诊断特异度。特
异度用于衡量诊断方法在排除非糖尿病患者方面的准确性。
它是真阴性例数与总阴性例数之比，再乘以 100%。特异度
越高，表明诊断方法对非糖尿病患者的误诊率越低。④诊断
灵敏度。灵敏度用于衡量诊断方法在检测糖尿病患者方面的
能力。它是真阳性例数与总阳性例数之比，再乘以 100%。
灵敏度越高，表明诊断方法能够检测出更多的糖尿病患者。 

本研究采取 SPSS26.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三、结果 

120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的常规检验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经过金标准 终确定糖尿病患者 112 例，常规检验结果为阳
性的患者 85 例。 

表 1  对照组（常规检验）的结果 

金标准 
常规检验结果 

阳性 阴性 
总计 

阳性 85 0 85 
阴性 27 8 35 
总计 112 8 120 

120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的生化检验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经过金标准 终确定糖尿病患者 112 例，生化检验为阳性的

患者 110 例。 

表 2  研究组（生化检验）的结果 

金标准 
常规检验结果 

阳性 阴性 
总计 

阳性 110 0 110 
阴性 2 8 10 
总计 112 8 120 

经过对两组患者两种不同生化检验结果的准确度、敏感
度以及诊断特异度进行研究，发现对照组（常规检验）的方
式检验准确度与、敏感度均要低于研究组（生化检验）的结

果，经过统计学分析，两组数据的对比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两组的检验诊断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检验方式对比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不同检验方式的诊断效能对比 

检验方式 准确度 特异度 敏感度 

对照组（常规检验） 77.5%（（85+8）/120） 100%（8/8） 75.89%（85/112） 
研究组（生化检验） （98.33%（110+8）/120） 100%（8/8） 91.67%（110/120） 

X2 值 50.7154 0.000 51.2546 
P 值 ＜0.05 ＞0.05 ＜0.05 

经过检验对比，发现对照组的确诊率为 77.5%，对照组
检验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 75.89%与 100.00%；实施生
化检验的研究组，确诊率为 98.33%，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

为 91.67 与 100.00%；经过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的准确率
比较、灵敏度比较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
以综合上述表 1、表 2 和表 3 的结果来看，研究组患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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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诊率、灵敏度要高于对照组，所以在糖尿病患者的临床
检验检查中，应用生化检验能够更好的对患者的基本情况进
行检查，能够提高患者检查的准确率，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为
治疗糖尿病患者提供准确切实的依据，生化检验具有临床检
验推广的应用价值。 

四、讨论 

糖尿病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的疾病，一
般来说，在糖尿病的患病出去，糖尿病的表现特征均不明显，
而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患者的身体也会逐渐发生改变，
在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状态下，会导致患者的微血管发生病
变，从而引发多种并发症，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在有关
糖尿病的研究中，有很多学者对糖尿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比如周伍命（2023 年）在《1990 年-2019 年中国 2 型糖尿
病疾病负担分析》的研究中，从糖尿病疾病负担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糖尿病对患者生活产生的影响，他在研究中，通过分
析中国 T2DM 疾病负担指标，对 2019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
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与 1990 年相比，2019 年中国 2 型
糖尿病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均有所提高，疾病的负担
指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7]。还有学者针对糖尿病的病变
进行了研究，比如邱慧（2023）在《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的
影响因素》中分析了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周围血管病变的情
况，结果发现，糖尿病的血管并发症包括大血管并发症和微
血管并发症，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8]。综合上述的
研究来看，糖尿病作为常见的代谢性疾病，会对患者造成很
大的负担，严重的还会造成死亡；另外糖尿病还会引起一些
并发症，加重疾病本身带给患者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控
制糖尿病病程的发展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治疗糖尿病的方
式。 

一般来说，糖尿病的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糖尿病的
早期治疗能够有效的控制患者糖尿病病程的发展，改善患者
糖尿病的预后效果，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关学者对糖
尿病的早期治疗价值进行了研究，比如朱明月（2022）在《中
西医结合治疗对老年早期糖尿病治疗的效果探究》中提到，
糖尿病的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能
够对老年早期糖尿病的治疗产生良好的效果，控制患者的血

糖[9]。还有冯艳娇（2023）在《黄氏桂枝五物汤治疗早期糖
尿病足研究进展》中也探讨了早期糖尿病治疗的价值，她的
研究中认为，黄氏桂枝五物汤在早期的糖尿病治疗中能够有
效的控制血糖，并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与局部血运，对延缓
早期糖尿病的病程有很好的作用[10]。所以，总的来看，早期
糖尿病的治疗是糖尿病治疗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糖尿病的
早期病症并不明显，如何筛查鉴定糖尿病就成为了早期糖尿
病治疗的关键。只有做好筛查工作，提高糖尿病检验的准确
率，才能够更好的在糖尿病的早期控制好发病，给予患者更
好的治疗。 

在本研究中，提出了糖尿病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的两种
检验方式；本研究针对 120 例疑似糖尿病的患者展 了实验
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 120 例疑似糖尿病的患者中，经过
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 终通过金标准，确定糖尿病患者
112 例；而其中，生化检验的结果确诊阳性为 110 例，常规
检验的结果确诊阳性患者为 85 例。经过对研究组（生化检
验）与对照组（常规检验）诊断的效能比较，可以明显的发
现，研究组（生化检验）的敏感度以及准确度均高于对照组
（常规检验）；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对两种检验的特异度进
行比较，结果发现特异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所以，本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在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检验检查
中，应用生化检验能够更好的对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检查，
能够提高患者检查的准确率。 

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的病理特点为血糖升高，当患者
的血液中血糖的水平过高的时候，肾脏就会重新吸收葡萄
糖，从而导致糖分从尿液中排除，所以理论上来说，常规检
验尿检的方式是可以检测出糖尿病疾病的；但是如果是由于
机体血糖水平没有超过肾脏吸收值的时候，那么常规检验尿
检的方式就会存在一定的疏漏，无法检测出患者是否患有糖
尿病疾病；因此，还需要一种更加高效准确的方式来进行糖
尿病的检验。生化检验就是这种高效准确的检验方式。生化
检验的方式多种多样，能够通过对静脉血的测定来判断机体
的多种指标情况，所以相比于常规检验尿检验会有更高的准
确率，不容易出现漏诊的情况。因此，在糖尿病的临床检验
中，可以推广普及应用生化检验的方式 展检验，提高糖尿
病早期诊断检验的准确率，更好的对糖尿病的病程进行早期
预防，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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