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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验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杜 莹 赵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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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分析生化检验在糖尿病诊断中的应用及其临床价值。方法：摘选 2021-2022 期间我院接诊的 50 位糖

尿病患者称为观察组，同时间段进行健康体检 50 位患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生化检验在诊断过程中的应用价值。结果：

对照组患者 LDL-C 评分、TG 评分、TC 评分、GLU 评分、HDL-C 评分，均没有观察组好，观察组评分分别为（3.84±0.38）

mmol/L、（2.99±2.01）mmol/L、（5.54±1.33）mmol/L、（7.40±1.67）mmol/L、（1.24±0.37）mmol/L。数据差异体现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耐糖比较观察组（12.42±5.32）mmol/L 指数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糖尿病诊断应

用生化检验可为临床诊治提供有力依据，同时配合其他项目检测效果更好，综合评定患者病情更为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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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and Clinical Value of Biochemical Test in Diabetes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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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clinical value of biochemical test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from 2021 to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50 patients who received
health experience in the same short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biochemical test in the
diagnosis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Ldl-c score, TG score, TC score, GLU score and HDL-C score in control group
were not as good as those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84±0.38) mmol/L, (2.99±2.01) mmol/L,
(5.54±1.33) mmol/L, (7.40±1.67) mmol/L,(1.24±0.37) mmol/L,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glucose tolerance index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12.42±5.3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biochemical test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es can provide a favorable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tection effect is better with other items, and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patients' condition is more
accurate.
Keywords: Biochemical test; Diabetes; Diagnostic value

糖尿病是目前临床最为常见的慢性终身性疾病，主要是

因机体内分泌缺陷引发胰岛素分泌不足。中老年群体是患病

高危人群，患病后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早期糖尿病

患者可通过饮食干预平稳血糖，配合加强体能锻炼防止血糖

上升，进而避免相关并发症发生[1]。临床对患者血脂、血糖、

肾功能进行全面检查，结合患者实际情况进行分析，通过生

化检查发现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予以综合考虑，以更为详细准

确的指标为疾病诊断提供有利条件。助力早期进行诊断、及

早接受治疗，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平稳，为患者快速康复提

供帮助。传统采取尿检法是检查糖尿病的主要手段，但和临

床诊断结果比对存在差异性较大，以及部分患者就诊不及时

容易错过早期医治最佳时间。如今医疗技术发展临床采用生

化检验方法颇佳，通过检测患者空腹时血清葡萄糖浓度、糖

化血红蛋白等，提高检验效果增加临床诊断准确率，降低员

工工作量和工作时间。糖尿病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有：①发生

急性并发症：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糖尿病高血糖高渗状态

或乳酸性酸中毒，但只是对于久未治疗或者中断治疗的糖尿

病的患者而言，相对来说危险性较大；②慢性并发症：主要

包括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心肌病及脑血管的疾病，

如脑梗塞、缺血性脑病；③肾脏损害：糖尿病肾病会出现蛋

白尿，严重则可能形成尿毒症；④神经病变：最常见的为周

围神经病变，出现感觉的异常，如麻木、疼痛，若影响到运

动神经，则可能会出现肢体的活动功能的障碍；若影响到神

经，有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神经源性膀胱或糖尿病性胃轻瘫；

还可能出现糖尿病引起的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心动过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2022 年期间我院糖尿病患者进行对比分析，

对照组男女患者各 25 人，年龄范围 43-77 岁，均岁（56.37

±4.26）。对照组参与人员中男 27 人、女 23 人，年龄在 41-79

之间，平均年龄（55.81±1.09）。患者基础信息间差异（P

＞0.05），具备统计分析价值。纳入标准：文中统计分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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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再本院完成生化检验项目，并由影像学医生、临床诊断

医生，共同确诊为糖尿病疾病患者。患者均知晓本次研究活

动，统一将相关数据作为分析资料。排除标准：患有传染性

疾病、患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参加本次活动，患者依从性较

差不能提供完整检查数据者不能参加本次研究。

1.2 方法

1.2.1 GLU 检验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全自动分析生化设备检验，检验前告知

患者保持空腹状态抽血前 12h 禁食不禁饮，不要注射胰岛素

或服用降糖药物。患者不要在晨练之后进行空腹血糖监测，

部分患者家距离医院较近会选择步行到医院，抽血结果会显

示比平时低。于患者远离心脏的静脉血管抽取血液样本，抽

血时连续采集 3 次血样，常温放置 30min 进行离心分离血清
[2]。记录两组患者检验结果进行比对，正常空腹血糖值应该

在 3.9-6.1mmo/L 范围内。

1.2.2 糖耐受试验方法

患者接受试验前 3d 可以正常饮食，在试验前 1d 禁食并

停止使用胰岛素或其他降糖药物。患者需要保持在空腹状态

下，进行浅静脉采血，抽血量达到 2ml 为宜。初次采血后患

者需要在 5min 内饮用含有葡萄糖的水，饮水量为 300ml，葡

萄糖含量 75g 为宜。患者饮水后以 30min、60min、180min

为时间节点，再次进行采血检测，并依次根据时间节点进行

血糖水平检验[3]。若检验结果显示患者血糖在 60min 内急剧

上升，又在 120min 后恢复带平稳水平，为糖耐受正常。如

果检验结果显示该名患者不能达到正常标准，7.8-1mmol/L21，

为耐受下降。

1.2.3 血脂检验方法

患者进行血脂检验前仍然需要保持禁食 12h-14h，检验

全过程均要在空腹状态下进行。抽取静脉血 5ml 为最佳，不

能低于 5ml，每人均采血 2 次。抽取的血液标本要先进行血

清分离处理，并在分离好后的 4h 进行测定血清值指标。需

要注意的是患者在检测前 4 周，体重应处于平稳状态，不能

急剧减脂或增值[4]。同时患者 6 个月内无有急性疾病发生，

或者进行过手术等。对于服用避孕药或激素类药物者，均会

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导致血脂水平升高。若发生上述状况，

患者可于 4 周后再次进行检验，但仍需保持以上禁忌注意事

项接受采血。检测血液中 TC、TG、LDL-C、HDL-C、GLU

指标。若结果显示甘油三酯超过正常水平值，可视为存在糖

尿病症状可能，需要继续进行其他项目检查。两组患者的检

测结果均要进行记录，对每名患者的数值予以组间比对。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液生化检验指标

记录比较两组患者血液生化检验指标：成年男性 LDL-C

评分在 1.16~1.42mmo/L 之间，女性 1.29~1.55mmo/L 范围内

均为正常，超出为异常。TG 评分正常值为 0.21~1.76mmo/L，

TC 评 分 正 常 值 范 围 2.47~5.17mmol/L 内 ， GLU 评 分 在

3.90~6.10mmol/L 为正常值，HDL-C 评分成年人 3.36mmo/L，

老年人 2.7~3.16mmo/L 范围内。以上评分超出正常范围内，

过高或过低均为异常，且有患糖尿病的风险。

1.3.2 糖耐量实验结果

两组患者进行糖耐量实验比较，患者服用葡萄糖水

30min-1h 血糖水平上升，2h 内下降至 GLU 水平。若 2h 后血

糖值与 GLU 水平不符，证明葡萄糖代谢异常，为该名患者糖

耐能力下降，具备糖尿病主要特征。

1.4 统计学分析

文中所记录的患者治疗以及检验统计数据，均由软件

SPSS22.0 予以解析运算。t 行检验，（x±s）代替运算所得数

据标准差，（%）代表数值百分比。组间对比差异以 P＜0.05

展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液生化检验指标比较

对照组患者血液生化指标：LDL-C（2.54±0.66）mmol/L、

TG（1.53±0.47）mmol/L、TC（4.16±0.12）mmol/L、GLU（5.50

±0.56）mmol/L、HDL-C（1.57±0.88）mmol/L。

观察组患者指标为：LDL-C（3.84±0.38）mmol/L、TG

（2.99±2.01）mmol/L、TC（5.54±1.33）mmol/L、GLU（7.40

±1.67）mmol/L、HDL-C（1.24±0.37）mmol/L。经由数据对

比可明显看出观察组比对照组好（P＜0.05），统计差异明显。

2.2 两组患者耐糖量实验比较

两组患者服糖 2h 后进行血糖值检验，对照组（5.63±0.75）

mmol/L，观察组为（12.42±5.32）mmol/L。观察组与对照组

血糖指数比较，观察组较高差异代表统计意义（P＜0.05）。

3 讨论

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疾病，其发病率较高且需要长

期控制血糖，对日常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糖尿病属于

慢性的终身性疾病，因胰岛素分泌不足需要采取相应的控制

和药物干预，帮助维持血糖保持平稳状态降低并发症风险，

进而提升患者生活品质。此类患者临床表现为多食、多饮、

多尿、日渐消瘦等症状，若不及时治疗控制血糖容易诱发其

他器官组织功能性障碍，造成患者不可逆转的伤害，并可危

及其生命。发现上述症状需要进行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

长时间临床研究致使糖尿病发生与生活方式、年龄、遗传等

饮食有关[5-7]。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饮食高热量食物偏多，

缺乏体育锻炼等都是糖尿病病例增多原因。患者早期诊断可

为后续治疗提供重要依据，相比正常人，糖尿病患者 LDL-C、

TG、TC、GLU 均会出现上升，HDL-C 下降。生化检验是可

以为临床诊断提供重要依据，其对果糖胺测定、糖耐量试验、

血脂检验、GLU 测定等。患者糖耐量降低可视为三种转归表

现：①指标水平恢复到正常指标。②患者为进展性糖尿病。

③保持检验患者现下状态，生化指标不会发生变化。大量临

床数据证明若不采取干预手段，患者中大部分糖耐量较低者

会转变为糖尿病病患。患者接受血糖、血脂、肝功能等检测，

并用科学合理的方式计算患者耐糖量，进而做到更为详细地

了解患者病情。生化检验指标可直接反映出正常水平值与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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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水平值的不同，对临床医生诊治提供有效数据支撑，辅助

医生做出更适合患者的针对性治疗方案，帮助患者了解血糖

平稳的重要性，稳定血糖改善不良饮食习惯。

文中两组患者进行血脂检验、糖耐试验、血液生化检验。

生化检验检测患者空腹血糖，作为早期判断血糖高低的重要

依据。糖耐受试验对患者饮用葡萄糖后，测量血糖浓度判断

胰岛素分泌是否正常。血脂试验对 TG 进行检测，TG 浓度过

高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对糖尿病诊断结果提供进一步

的诊断依据。各项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LDL-C（3.84±0.38）

mmol/L、TG（2.99±2.01）mmol/L、TC（5.54±1.33）mmol/L、

HDL-C（1.24±0.37）mmol/L、GLU（7.40±1.67）mmol/L、

糖耐实验（12.42±5.32）mmol/L。相比对照组患者 LDL-C（2.54

±0.66）mmol/L、TG（1.53±0.47）mmol/L、TC（4.16±0.12）

mmol/L、HDL-C（1.57±0.88）mmol/L、GLU（5.50±0.56）

mmol/L、糖耐实验（5.63±0.75）mmol/L，数据间差异可直

接表明观察组各项指标更好，（P＜0.05）充分体现统计价值。

综上所述，临床诊断糖尿病患者采用生化检验，可作为

糖尿病初期诊断的重要依据，同时配合其他检查结果可辅助

医师作出精确判断，推荐应用且诊断可行性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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