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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验指标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王培婵
(安顺市平坝区中医院 贵州 安顺 561100)

【摘要】目的：探究分析生化检验指标应用于诊断糖尿病的临床价值。 方法：抽取 2018年 10月至 2020年 10月期间到我院就
诊并进行检查的疑似糖尿病患者 80例作为观察对象，通过电脑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所有的疑似糖尿病患者分为两组，每组糖尿病
患者各 40例。 对照组给予尿常规检验，实验组给予生化检验，结合检验报告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糖尿病检出率。 结果：实验组患
者利用生化检验后，糖尿病的检出率较高，和对照组患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临床对于疑似糖尿病的检
验中使用生化检验，能够有效检测出患者的患病情况，对于糖尿病的确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临床推广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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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结构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对糖分的过度摄入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糖
尿病的发生率越来越高[1]。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代谢内分泌
病， 会危害患者多个器官， 给患者和家属造成严重的生活负
担。 这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2]，具有遗传性质和终
身化特点，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三大慢性疾病之一。 2型糖尿
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糖尿病患者数量的 90%，大
多在 35~45岁后发病，主要表现为胰岛素功能效果缺失。它对
人类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3]。 做好疾病的准确诊断，做好
相关血糖检验和血糖控制是防治糖尿病的关键环节。 本次研
究通过选取到本院检查的 80例疑似糖尿病患者作为观察对
象，分析了生化检验指标在糖尿病中的诊断价值，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18年 10月至 2020年 10月期间到我院就诊并进

行检查的疑似糖尿病患者 80例作为观察对象， 通过电脑随机
分组的方法将所有的疑似糖尿病患者分为两组，进行生化检验
的一组为实验组，进行常规检验的一组为对照组，每组糖尿病
患者各 40例。 对照组糖尿病患者中男性患者 24例、女性患者
16例，平均年龄为(56.44岁±1.28)岁，平均病程为(8.55±1.25)
年;实验组糖尿病患者中男性患者 22例、女性患者 18例，平均
年龄为(55.94岁±1.38)岁，平均病程为(8.61±1.28)年。 两组糖
尿病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性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 纳入标准：①临床为疑似糖尿病患者，病情症状
符合糖尿病的疾病诊断标准; ②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晓研究内
容;③患者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排除标准：①患有恶性肿瘤
的;②器官具有疾病或者衰竭的;③视听障碍者;④临床资料不
完整的患者。
1.2 方法
两组疑似糖尿病患者入院后分别进行生化检验和尿常规

定性检验，具体检验流程如下：
尿常规定性检验：采集患者的尿液 5ml利用尿液分析仪对

标本进行检验，分析蛋白尿的相关数据。
生化检验：选定清晨时间进行，采集之前需要患者保持空

腹，抽取患者 3ml静脉血，血液标本放置两小时内利用生化分
析仪进行检测，根据糖化血红蛋白和血清甘油三酯的具体数值
进行糖尿病的诊断。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糖尿病检出率得出结

果。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统计所得所有相关数据均利用 SPSS20.0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 当 P <0.05
的时候，差异具有一定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患者利用生化检验方法， 糖尿病的检出率较高，和

对照组患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检出率对比

3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习惯

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在
糖尿病伴高血压的治疗过程中，控制好患者高血压和糖尿病的
病情，做好血压监测、血糖监测显得格外的重要。糖尿病属于终
身性的慢性代谢异常疾病[5]，一旦发病，只能通过日常行为、饮
食干预、药物控制患者血糖。 糖尿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糖化血清
蛋白、尿酮体、血糖值、尿糖、血脂、糖基化血红蛋白和相关的免
疫指标进行判断。 其中，糖化血清蛋白质能够显示患者在检查
前 1周到 3周的血糖水平，尿胴体呈现阳性则代表患者的机体
存在一定的问题;血糖指标则是确诊糖尿病的黄金指标，临床
对于疑似糖尿病患者进行多次血糖检验，多次血糖值异常即可
确诊糖尿病。糖基化血红蛋白能够展示患者在检查前 8周的血
糖水平[6]。 尿糖结果呈现阳性可以合并其他诊断结果对疾病进
行联合诊断。血脂异常大多表明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不是十分
理想。生化检验和常规检验均是临床用于糖尿病诊断的常用诊
断方式。 其中常规检验主要依靠尿常规检验结果，主要包含了
尿酮体、蛋白、酸碱度和糖等生化指标。 有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蛋白尿的对应指标和糖尿病的诊断也存在密切关联，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利用生化检验手段后，糖尿病的检出率
较高，和对照组患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在临床对于疑似糖尿病的检验中使用生化检验
手段，能够有效检测出患者的患病情况，对于糖尿病的确诊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值得基层医院
进一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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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检出人数 检出率（%）

对照组 40 40 100%

实验组 40 39 97.5%
χ2 1.013

P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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