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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尿液检验与生化检验在糖尿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比较 

程相华 

（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中心卫生院） 
摘要：目的：通过实验探究分析，在针对糖尿病进行诊断的过程中，常规尿液检验和生化检验所起到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21 年 3 月份到

2022 年 3 月份之间在我院内诊断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电脑进行随机分组，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中的糖尿

病患者人数均为 45 名。对照组使用常规尿液检验方式，观察组中使用生化检验方式，然后对两组检验准确性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中未检出人数

为 1 名，未检出概率为 2.22%，对照组中未检出人数为 5 人，未检出概率为 11.11%。结论：观察组中未检出概率更低，因此，在针对糖尿病进行诊

断的过程中，使用生化检验方式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所以后期在临床糖尿病诊断时，可以优先选择生化检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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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各类疾病的影响越发深刻，尤其是糖尿病等

慢性病，不仅影响了国民的生命健康，还影响了国民的正常生活。在此

背景下，应该加大对糖尿病的诊断力度，并且要在诊断的过程中采取合

理的检测方式。只有更早的发现糖尿病症状，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

施，进而为患者恢复健康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目前国民生活水平在不

断提升，在这过程中，国民的慢性病症状越来越多。糖尿病作为慢性病

的主要类型，其产生原因也较为复杂，所以应该对糖尿病进行全面的诊

断，并且加大治疗力度，使糖尿病患者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一般糖尿

病的患病原因主要与饮食有关，如果饮食不规律或者生活习惯较差，均

会使患者产生不同程度的糖尿病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发现，近年来

糖尿病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社会医疗安全的关键性疾病，因此相关医疗人

员必须要加大对糖尿病的研究力度，通过采取更加先进的检测方式，提

高糖尿病的诊断准确性。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了完成本次实验探究过程，选择 2021 年 3 月份到 2022 年 3 月份

在我院内进行糖尿病治疗及诊断的患者 90 名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电脑

设备进行分组，并且通过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组中

的人数均为 45 名。对照组中男性 23 名，女性 22 名，男女比例 23:22。

观察组中男性 22 名，女性 23 名，男女比例 22:23。观察组年龄范围 55

周岁到 75 周岁，对照组年龄范围 52 周岁到 74 周岁，由于年龄差相对

较小，并且男女比例数据大致相同，因此，常规资料不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对于对照组中的患者使用常规的尿液检验方式。主要使用的检测仪

器设备为 H-100 尿分析仪，按照检测需求，应该抽取糖尿病患者 10 毫

升的尿液标本，然后将其放置在相关仪器设备上进行检测，通过对尿液

中的葡萄糖含量进行测量和分析判断，进而明确对照组中的患者是否出

现了糖尿病问题。在使用常规尿液检测方式针对患者进行检测的过程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对患者的进食情况进行全面的控制，要

在尿液采集之前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要保证患者

在采集之前的三天之内没有服用任何相关药物。如果患者对药物的依赖

性相对较强，则应该事先向医护人员进行询问，判断相关药物的使用是

否会对整体的检测结果造成影响。其次要对患者的饮食情况进行全面的

控制，尤其是对于一些含糖量相对较高以及浓茶和咖啡等饮料，要避免

患者饮用，进而防止对后期的检测结果造成影响。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

性，还应该对患者所食用的食物进行控制，要保证患者不要进食油性相

对较高的食物，例如肉类或者油炸食品等。最后要对尿液的采集过程进

行全面的控制，尿液采集时间应该控制在清晨的第 1 次，并且要对尿液

的采集量进行控制，保证其能够在 10 毫升左右。要使用医院发放的一

次性尿杯，对采集的尿液进行盛装。在采集之前，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

性，还应该对患者的尿道口完成清洁处理操作，避免其他杂物混入到尿

液中影响检测的准确性，在采集完成以后，要保证 30 分钟以内及时地

送达到相应的检测部门中完成检测过程，如果发现其送检时间超过规定

时间，则可能会导致尿液样本的检测质量受到影响，必须要重新进行采

集。 

对观察组中的患者则使用生化检验的方式，所利用的仪器设备为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在检测之前必须要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的控

制，首先在检测 8 小时之前要禁止患者食用任何食物，同时要保证患者

在晨起时能够维持在空腹的状态中，在此状态中应该对患者的静脉血液

进行提取，提取的数量控制在 4 毫升左右，然后对患者血液内部的葡萄

糖细胞含量进行全面的检测和分析判断，然后通过氧化酶法对其中的血

糖含量水平进行判断。在针对血清甘油三酯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前一天

要避免患者剧烈活动或者饮酒。同时要在检测之前嘱咐患者合理饮食，

并且要保持良好的睡眠状态。在检查之前的 12 个小时之内，要禁止患

者食用各种食物，并且要在真正检测的前 15 分钟之内完全保持静止的

状态。在针对患者进行血液采集时，要通过双向针进行抽取，并且要保

证其抽取的静脉血数量能够控制在 10 毫升左右，将抽取完成的静脉血

分成两份，然后进行静置处理，在静置完成后的两个小时放置在离心设

备上进行离心，并且完成整体的检验过程，得出最终检测结果。 

2.结果 

经过以上实验探究过程，发现对照组中未检出的糖尿病患者人数为

5 人，通过计算得出未检出概率为 11.11%。而观察组中未检出的糖尿病

患者人数为 1 人，通过计算得出未检出概率为 2.22%。对以上两组数据

进行对比可以明确，使用常规尿液检验的临床应用价值要明显低于生化

检验方式，因此应该在后期糖尿病诊断过程中优先推广生化检验方式。 

3.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在饮食上可

能会出现严重的不规律问题，进而导致患者体内出现分泌紊乱代谢性疾

病，如果严重时还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一旦出现了糖尿病则会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由于糖尿病无法根治，所以必须要加大对糖尿病致

病原因的研究力度，进而通过对日常生活方式及生活习惯进行控制，降

低糖尿病的发病率。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发现，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相

对较高，并且大多以中老年人居多，所以必须要为改善中老年的晚年生

活质量做出更多的贡献，加大对糖尿病的研究力度。糖尿病的隐匿性相

对较强，所以如果采取的诊断方法不合理，可能会导致诊断结果错误，

影响患者的治疗过程。同时如果没有针对糖尿病问题采取及时的治疗措

施，还可能会使患者体内的血糖水平不断增加，进而对患者的微血管以

及生命健康等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临床上针对糖尿病进行诊断时，一

般会采用常规尿液检验的方式，通过对尿液中的葡萄糖水平进行检测和

判断，进而可以明确患者是否出现了糖尿病问题，但是由于这种检测手

段的准确度相对较低，经常会出现误诊现象，进而阻碍了糖尿病的后期

治疗。针对此问题，应该研究出更加先进的诊断方法，并且在提高诊断

效率的同时增加诊断的准确性。通过临床医学的不断研究，发现使用生

化检验针对患者的血液进行检测，进而明确其血糖水平具有更高的准确

性，并且还能够增加检测的效率。 

对于正常人来说，其血液中含有的葡萄糖数量相对较少，并且尿液

中的葡萄糖水平也相对较低，如果发现患者血液及尿液中的葡萄糖含量

及葡萄糖水平出现了波动，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则应该结合临床其他

诊断方式，对患者进行综合性判断。要及时对糖尿病进行定性实验，如

果发现患者的糖尿病相关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则应该判定诊断者为糖尿

病患者，并采取后期的治疗措施。如果患者出现了尿糖现象，应该对其

相关原因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是患者的血液内含有的葡萄糖

含量相对较高，所以导致在肾小球对葡萄糖进行过滤的过程中其吸收水

平相对较低，导致部分葡萄糖无法被完全吸收，进而随着尿液排出。通

过对尿液中的葡萄糖水平进行检测，可以明确患者是否处在正常的健康

指标范围内。 

在临床医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诊断者被判定为糖尿病，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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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甘油的水平相对较高，并且血浆内的葡萄糖含量也相对较高，所以

必须采取先进的诊断措施，例如生化检验方式，则能够更加准确的检测

出患者是否具有糖尿病相关症状。随着我国医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深入，

在针对糖尿病进行诊断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对较大的研究成果，通过生

化检验的方式不仅增加了检测过程的便捷性，还增加了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由于其准确率相对较高，所以目前在各大医院中均得到了推广与使

用，利用生化检验的方式，能够及时地及时地检测到糖尿病患者身体内

部的糖化血红蛋白含量，在空腹的状态下还能够对患者的血糖水平进行

判断。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表明，糖化后的血糖蛋白能够决定患者的糖尿

病症状。其主要形成原因是血糖和人体内部的血红蛋白发生了不可逆反

应，其主要的关联因素为患者血液浓度。通过对患者体内的血液进行测

量，明确血浆内部的葡萄糖含量，可以推断出其血糖标准。 

一旦出现了糖尿病问题，还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并发症，所

以相关医护人员必须要加大对糖尿病患者的关注度，并且要采取合理的

治疗措施。在针对糖尿病患者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应该明确其相应的检

测指标，进而提高其整体的检测效率，首先对于高血糖症的患者其判定

的标准是，如果患者在静脉血液提取以后发现其葡萄糖含量大于 7.0 

mmol/L，则说明患者呈现出了高血糖的症状，一旦患者发生了高血糖问

题则可能会导致患者身体内的水分下降，增加血浆的渗透压。通过临床

研究表明呈现高血糖症状的患者一般会长时间维持口渴的状态，并且饮

水量相对较大。而如果检测到相应的葡萄糖含量小于 2.8 mmol/L 时则可

以判定患者为低血糖症状，一旦出现了低血糖症状，主要表现是患者经

常会有饥饿感，并且注意力无法集中，同时还会出现心悸或者视力模糊

等问题。对于低血糖症状的患者来说，如果没有对其采取合理的控制措

施，使患者长期处于此状态下，极易可能发生晕厥，或者危及患者的生

命健康。同时还要对患者的耐糖量指标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判断，通过调

查研究表明，耐糖量是能够直接推断糖尿病的主要指标，所以必须要加

大对耐糖量的诊断效率，并且要提高对耐糖量指标的关注度，一旦发现

被检测人员的耐糖量逐渐降低，则可以推断为患者为糖尿病问题。对于

耐糖量不断降低的患者必须进行相应的处理，进而避免糖尿病发病率逐

渐提升。对于不同阶段的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化血红蛋白的含量也具有

一定的差异，所以应该根据糖化血红蛋白的含量以及变化情况等，对患

者糖尿病的各个阶段进行准确的判断，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最

后果糖胺也是评价糖尿病的重要指标，并且可以对后期糖尿病的控制效

果进行相应的判断。尤其是对于血糖含量波动相对较大的患者来说，使

用果糖胺指标进行判定，可以加大对患者糖尿病状况的了解程度。 

因为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种类，所以在针对糖尿病进行治疗的过程

中，现阶段还没有研究出根治的治疗方法，所以医护人员应该将更多的

注意力放置在糖尿病的诊断以及控制上，并且要在糖尿病诊断完成以后

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由于不同患者的血糖水平变化情况具有一

定的差别，所以医护人员必须要明确糖尿病的控制标准，并且要根据不

同患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治疗措施，一般针对糖尿病进行治疗时选

择的治疗药物为胰岛素，并且要通过长时间注射胰岛素的方式对糖尿病

进行控制。对于病情相对较轻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可以通过在日常饮食

控制以及增加运动量等方面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而对于病情相对严重

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则增加了对胰岛素的依赖性。临床医疗人员应该对患

者的病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判断，并且根据患者的严重程度采取合理的控

制措施。要尽量避免给患者注射药物，并且要在用药和病情控制的过程中，

对患者身体各项体征的变化情况进行检测和分析，一旦发现患者的病情好

转，则应该调整相应的治疗措施，降低对患者造成的危害。如果糖尿病患

者的病情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问题，因此医护

人员应该加大对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关注度，并且要尽量提高糖尿病患者的

检测准确性，为后期临床治疗过程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目前在针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诊断的过程中，常规尿液检

验方式或生化检验方式均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通过对比分析，发

现生化检验方式的检验准确率更高，因此应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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