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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C肽与糖化血红蛋白检验诊断糖尿病的临床效果及对准确率的影响
陈  卫   （江油市人民医院  四川江油  621700）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检验诊断糖尿病的临床效果及对准确率的影响。方法　选择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50 例为对象，作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时间段来院进行常规体检的自愿者 50 例为对象，作为对照组。两组均接受血清 C 肽与

糖化血红蛋白检验。并作比较分析。结果　研究组 FPG 为 [（9.60±2.20）mmHg]，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研究组 2hPG 为 [（12.60±2.55）

mmHg]，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研究组 HbAlc 为 [（11.60±3.50）%]，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研究组血清 C 肽为 [（0.72±0.20）ug/L]，

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检验诊断糖尿病的价值确切，临床效果显著，且准确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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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为临床常见疾病，近几年来的发生率呈持续上升发展趋势，

且发生率越来越年轻化。因此，尽早检查诊断糖尿病，对于临床治疗

糖尿病有着重要作用。目前，临床通过空腹血糖检测、餐后 2h 血糖

检测为主要检查诊断方法，但具有一定局限性 [1]。本次研究工作旨在

探讨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检验诊断糖尿病的临床效果及对准确率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50 例为对

象，作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时间段来院进行常规体检的自愿者 50 例

为对象，作为对照组。研究组：性别：男性 26例，女性 24例；年龄：

36 岁至 78 岁，平均年龄为（55.85±5.50）岁；患病时间：3 年至 18

年，平均患病时间为（8.50±2.50）年。对照组：性别：男性 28例，

女性 22 例；年龄：35 岁至 77 岁，平均年龄为（55.70±5.68）岁。

两组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性，提示有可比性，P

＞ 0.05。

1.2 方法

研究组与对照组均接受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检验。具体操作

如下：抽取患者 5ml 空腹静脉血；静置后，血清分离（离心速度控制

为 3000r/min）；使用己糖激酶法测定空腹血糖指标、餐后 2 小时血

糖指标；使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C 肽指标；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测定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在操作过程中，严格依照相关仪器说明书、

试剂说明书进行 [2]。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FPG（即空腹血糖）、2hPG（即

餐后 2 小时血糖）、HbAlc（即糖化血红蛋白）、血清 C 肽。待研究

结束后，以统计学软件 SPSS23.0 进行处理分析。

1.4 统计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3.0 进行处理与分析所得数据，采用

（χ±s）代表组间计数资料，并通过 t 检验；若数据有差异性，则

以 P＜ 0.05 表示；若数据无差异性，则以 P＞ 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

研 究 组 FPG 指 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t 值 =13.2220，P 值

=0.0000；研究组 2hPG 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t 值 =15.2871，P 值

=0.0000；研究组 HbAlc 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t 值 =16.5771，P 值

=0.0000；研究组血清 C 肽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t 值 =18.4367，P 值

=0.0000。详细见表 1数据。

表 1：两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χ±s）

分组（n） FPG（mmHg） 2hPG（mmHg） HbAlc（%） 血清 C肽（ug/L）

研究组（n=50） 9.60±2.20 12.60±2.55 11.60±3.50 0.72±0.20

对照组（n=50） 4.30±0.68 4.70±1.52 1.30±0.70 5.10±1.35

t 值 13.2220 15.2871 16.5771 18.4367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糖尿病为临床常见的代谢性疾病，该疾病特点主要表现为高血糖。

糖尿病目前尚无根治方法，无特效药。临床以通过运动治疗方法、饮

食治疗方法、药物治疗方法等，以有效控制血糖指标，延迟病情进展。

因此，尽早检查诊断糖尿病，以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降低各种并发

症发生率 [3]。

临床以往通过检查空腹血糖指标、餐后 2 小时血糖指标以及糖耐

量指标作为常用检查方法，以检查判断糖尿病患者短时间内的血糖水

平。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干扰影响，导致其检查结果，特别是单独检

查结果的可靠性较低 [4]。

本次研究工作中，通过给予 50 例糖尿病患者（研究组）及 50 例

健康体检者（对照组）实施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检验诊断方法。

从结果可知，研究组的FPG指标[（9.60±2.20）mmHg]更高于对照组，

2hPG[（12.60±2.55）mmHg] 更高于对照组，HbAlc[（11.60±3.50）

%] 更高于对照组，P ＜ 0.05；而研究组的血清 C 肽 [（0.72±0.20）

ug/L] 更低于对照组，P ＜ 0.05。提示，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联

合检验诊断糖尿病的稳定性较良好，可以作用于评价药物疗效，并对

临床疾病诊断发挥良好补充作用。其次，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指

标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此指标可以作为糖尿病检验判断的主要指标。

除此之外，将血清 C 肽与糖化血红蛋白联合检验，可以有效反映机体

血糖水平，反映机体实际糖代谢状况 [5]。

综上所述，临床结合糖尿病患者的疾病特点，运用血清 C 肽与糖

化血红蛋白检验诊断方法的效果确切，且检查准确率高，有重要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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