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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功能减退而引起碳水化合物代

谢紊乱的代谢障碍性疾病，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

的常见病。糖尿病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将血糖值控制在正常或接近

正常的水平。由于血糖，糖化血清蛋白与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反

映的血糖控制水平不同，再联系3项检测指标的特点，故通过检

测血糖，糖化血清蛋白和糖化血红蛋白相关性的研究，以“近

期，纵向，全程”观察的方法对糖尿病的诊断和预防有重要的临

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血糖血糖血糖血糖,糖化血糖化血糖化血糖化血清清清清蛋白 糖化血蛋白 糖化血蛋白 糖化血蛋白 糖化血红红红红蛋白蛋白蛋白蛋白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简称DM)是一种常见病及多发

病，其引起的并发症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由于体内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不足，或因靶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减低或无反应等原

因，引起葡萄糖，脂肪，蛋白质以及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的代谢紊乱的代谢性疾病。DM目前已是跃居全球发病及死亡率最

高(第4位死因)的疾病之一[1]，在发达国家高达2%～5%，而我国DM的发病率亦达2%～3%，并且每年还以1%速度增长。DM是

一种终生性疾病，其并发症是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所以加强DM的预防和诊断具有非常现实而重要的意义。糖尿病的治疗及预

防其各种并发症的主要手段是将血糖控制在正常或接近正常的水平，现将血糖(GLU)，糖化血清蛋白(GSP)，糖化血红蛋白(GHb)

监测糖尿病患者不同时间的血糖控制水平的意义作以下探讨。 

  1 血糖(GLU) 

  GLU是指血液中的葡萄糖。参考值为3.9 mmol/L～6.1 mmol/L。目前，临床诊断治疗糖尿病常用指标主要根据空腹血糖定

量，尿糖及餐后2 h血糖，但是，由于血糖的波动性和瞬间性[2]的特点，易受饮食，药物，情绪等诸多因素影响，有时不能客观

反映人体内葡萄糖真正水平，致使一些DM患者的病情不能有效地进行控制，而发展为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在糖尿病诊断方

面，血糖是不可替代的绝对指标，但它只能提供某个时间糖尿病控制的一个特定点的情况，即只代表即刻的血糖水平，均属于短

期血糖控制监测方法。并不能作为评价疾病控制程度的指标。 

  2 糖化血清蛋白(GSP) 

  血液中的葡萄糖还可与白蛋白和其他蛋白分子N末端发生非酶促糖化反应，形成糖化血清蛋白。由于血清中白蛋白的半衰期

约21 d，所以糖化血清蛋白测定可反映患者过去2周～3周平均血糖水平，在体内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不受临时血糖浓度波动的

影响，故为糖尿病病人血糖的诊断和较长时间血糖控制水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标。GSP监测的是短期血糖的改变情况。 

  2.1 测定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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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浆)中的葡萄糖能与白蛋白及其他血清蛋白分子末端的氨基上发生非酶促糖化反应而形成高分子酮胺结构。此酮胺结构

能在碱性环境中与硝基四氮唑兰(NBT)发生还原反应生成蓝紫色物质，以1-脱氧-1-吗啡啉果糖(DMF)作标准参照物在540 nm波长

处(530 nm～550 nm)进行比色测定，求得样本中果糖胺的浓度。参考值为1.7 mmol/L ～2.5 mmol/L。 

  2.2 GSP的特点 

  GSP的值能反映患者过去2周～3周期间血中平均血糖水平，克服了单糖测定的不稳定性。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清蛋白的增加

比糖化血红蛋白迅速，当血糖得到较好控制时，GSP的下降也比GHb迅速，因此能较早地提供血糖控制信息。GSP更能灵敏地反

映近期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波动情况。它的敏感度高，特异强。并不受年龄，饮食，药物，妊娠等因素的影响，对血糖浓度的临时

波动反应不敏感，是诊断糖尿病和较长时间血糖控制水平研究的良好指标。国外资料表明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在24 h内不同时

间测定血糖，血清糖化蛋白及糖化血红蛋白，结果在1 d中血糖的变化最大，糖化血清蛋白变化最小[2]。故临床随时测定以GSP

为最好。糖化血清蛋白在糖尿病患者中阳性率可达80%～90%。与国内有关报道观点相一致[3]。 

  当蛋白浓度发生变化时，对肾病综合征，肝硬化，异常蛋白血症或急性时相反应之后患者，GSP结果会受影响[4]。标本溶血

对GSP的测定结果有较大影响，血清中1 g/L的血红蛋白可导致GSP测定结果增高0.6 mmol/L左右[5]。 

  2.3 GSP的检测意义 

  2.3.1 糖尿病的诊断 

  糖化血清蛋白检查的意义在于了解高血糖的持续状态，因而可以用于鉴别临时高血糖和糖尿病。GSP反映一段时间内机体血

糖代谢情况，在体内有一定的稳定性。在应急情况时，机体正常调节机制引起神经内分泌反应，导致血糖升高，即非DM个体。

在此时可出现高血糖，难于与糖尿病鉴别。可结合GSP水平，判断高血糖是暂时性或持续性，从而确定糖尿病是否存在。 

  2.3.2 糖尿病的控制指标 

  由于GSP测定与空腹血糖测定呈明显正相关(P<0.01)[6]，而且GSP的半衰期较短(18 d～21 d)，其值能有效地反映患者过去2

周～3周内平均血糖控制水平，并不受即时血糖浓度或饮食因素及其他急性变化的影响。可作为评价糖尿病近期内控制的一个灵

敏可靠的指标。 

  2.3.3 可防止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酮症酸中毒，高渗综合征的发生。也可作为糖尿病普查及诊断的理想指标[2]。 

  3 糖化血红蛋白(GHb) 

  糖化血红蛋白是经过缓慢的，不可逆的，非酶促反应而结合形成的产物。成人血红蛋白(Hb)通常由HbA1(97%)、HbA2

(2.5%)和HbF(0.5%)组成。糖化血红蛋白包括HbA1和HbA0。而HbA1的主要成分是HbA1c，约占80%，它是萄萄糖与HbA的β链

缬氨酸残基缩合而成，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糖化血红蛋白的形成是不可逆的，其浓度与红细胞寿命(平均120 d)和该时期

内血糖平均浓度有关，不受每天葡萄糖波动的影响，也不受运动或食物的影响，可反映患者抽血前2个月～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

平，可用于评估血糖控制效果。血浆葡萄糖转变为糖化血红蛋白与时间有关，血糖浓度急剧变化后，在起初两个月HbA1c的变化

速度很快，在3个月之后则进入一个动态的稳定状态。正常时，GHb占正常成人血红蛋白总量的3%～6%。其生成多少与血液中

葡萄糖的含量有直接关系，血糖浓度升高，GHb也随之升高。血糖浓度降低，GHb亦随之降低。所以GHb可以间接反映现有血糖

浓度变化。而与抽血时间，病人是否空腹，是否使用胰岛素等因素无关，是判断糖尿病长期控制的良好指标。国外已将糖化血红

蛋白监测作为糖尿病疗效判定和调整治疗方案的“金指标”。 

  3.1 测定原理 

  DS5分析仪用低压阳子交换色谱法联合梯度规避法把人体血红蛋白亚型和变体从整个发生了溶血的血红蛋白中分离出来，被

分离出来的微量血红蛋白通过波长为415 nm的光线来检测其吸光度，得到的色谱图表被内设计算机记录和贮存，软件程序会对色

谱图表进行分析，然后在热敏打印机上打印出结果报告。参考值为4.3%～6.3%。 

  3.2 GHb的特点 

  GHb能反映过去2个月～3个月内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水平。GHb的测定结果以百分率表示，这指的是和葡萄糖结合的血红

蛋白占全部血红蛋白的比例。血糖浓度水平与HbA1C值呈明显正相关。血糖水平在一天中随时波动，而HbA1C水平在健康人体

内的波动范围很小(0.1%～0.2%)。若糖尿病患者GHb的水平降低至8%以下，则糖尿病的并发症将大大降低。如果GHb>9%,说明

患者存在持续性高血糖，可以出现糖尿病性肾病，动脉硬化，白内障等并发症，并有可能出现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合并症。因此，

临床经常以GHb作为监测指标来了解患者近阶段的血糖情况，以及估价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情况。 

  GHb易受年龄，异常血红蛋白等因素的干扰，其敏感度低，特异性差，不能反映近期血糖的水平 

  3.3 GHb检测意义 



  3.3.1 作为糖尿病的病情监测指标，亦是轻型，2型糖尿病及隐性糖尿病的早期诊断指标。但不是诊断糖尿病的敏感指标，不

能取代现行的糖耐量试验，可作为糖尿病的普查和健康检查。而且有助于糖尿病的鉴别诊断。如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等急

症，病因尚未明确的昏迷病人，特别是已经输注含葡萄糖注射液的患者存在明显高血糖，此时测定糖化血红蛋白可帮助鉴别血糖

升高是以前就存在糖尿病，还是由于应激反应或输注葡萄糖所致。 

  3.3.2 作为监测指标来了解患者近阶段的血糖情况，以及估价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情况。还可用于围产期的监

护，对预防糖尿病孕妇的巨大胎儿、畸形胎、死胎，以及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的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正常人的糖化血红蛋白

4.5%～6.3%。如果>11.5%时，说明患者存在着持续性高血糖，可以出现糖尿病肾病，动脉硬化，白内障等并发症。对于糖化血

红蛋白特别增高的糖尿病患者，应警惕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合并症的发生。 

  4 联合检测血糖(GLU)，糖化血清蛋白(GSP)，糖化血红蛋白(GHb)对糖尿病的意义 

  血糖的测定反映的是某一点(测定当时)的血糖水平，是糖尿病的微观控制指标;而糖化血清蛋白的测定反映的是过去2周～3周

内的血糖的平均水平;糖化血红蛋白的测定反映的是过去2个月～3个月中血糖的平均水平，是糖尿病的宏观指标。3项指标均反映

血糖控制水平，只是反映时间有所不同，根据它们的特点及其临床意义决定了它们不能互相取代。若同时检测可起互补作用，意

义有以下点：(1) GLU，GSP及GHb升高幅度相同时，提示2个月～3个月内血糖水平较高。(2) GHb升高大于GSP升高幅度，说明

近2月～3月内血糖控制不佳，但近半个月内血糖控制较好。(3) 血糖升高，而且GSP升高大于GHb幅度，说明2周～3周血糖水平

较高，糖尿病早期情况。(4) GHb和GSP正常，但血糖明显升高，多为机体应急状态或人工输注葡萄糖液的结果，以此可作为糖

尿病的鉴别依据。(5) 血糖正常，但GSP和GHb仍升高，说明糖尿病患者近期血糖控制较为理想而近2周～3周疾病控制情况不理

想。(6) 血糖和糖化血清蛋白均正常，但GHb仍升高，说明糖尿病患者近期及2周～3周疾病控制情况良好。(7) 联合检测GHb和

GSP，可减少测血糖的次数，减轻病人的痛苦。(8) 贫血和低蛋白血症患者，GHb和GSP可降低，应结合血糖水平作以判断。 

  GLU，GSP及GHb组合检查可反映病人治疗中的真正状态，使医生能及时发现病情波动的具体时间。可以为临床提供较为可

靠的血糖信息，而不被即刻血糖的“正常”蒙蔽，透过“正常”的血糖看到GSP及GHb升高，糖尿病近期未能得到很好控制的真

相，使糖尿病的管理真正达到科学化。总之，血糖，糖化血清蛋白与糖化血红蛋白三种检测数值反映了3个不同时段的血糖水平 

。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近期，纵向，全程的血糖观察信息，能正确地指导病人治疗，减少合并症的发生。为指导临床制定

了更好方案，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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