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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血清 C 肽及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中的检验价值分析。方法:选取 2019 年 4 月-2020 年 9 月在我院治疗的 60 例糖尿病患者
和在我院体检的 60 例健康者为研究对象，并将这 120 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其中研究组为 60 例糖尿病患者，对照组为 60 例健康者，两
组都同时予血清 C 肽及糖化血红蛋白检验，观察两组检查结果。结果:研究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餐后 2 小时血糖及空腹血糖的含量情况明
显高于对照组，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在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血清 C 肽均低于糖尿病肾病患者，而餐后 2 小时 C 肽
含量高于糖尿病肾病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将血清 C 肽及糖化血红蛋白作用于糖尿病中，能对健康者和糖尿病患者进
行有效区分，值得在临床医学中进行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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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属于严重的代谢性疾病，随着患者病情的发展，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致病原因有家族遗传、环境感染和生活饮食等多
个方面导致，该类患者出现的症状有多尿、多饮、多食和日益消瘦等，
会对患者的眼睛、血管和心脏等多种器官造成慢性伤害，对于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1]。本研究为血清 C 肽以及糖化
血红蛋白在糖尿病中的检验价值分析研究，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9 年 4 月-2020 年 9 月在我院治疗的 60 例糖尿病患者

和在我院体检 60 例健康者为研究对象，并将这 120 人分为研究组
与对照组，研究组 37 例男，23 例女，年龄(58-85)岁，均值（68.45
±2.01）岁；研究组 38 例男，22 例女，年龄(52-87)岁，均值（67.48
±2.46）岁。两组间的资料无比较意义（P>0.05）。 

1.2 方法 
参加研究的 120 人在进行体检以前，医护人员要告知其中的注

意事项，包括其自身的疾病情况和身体状况来进行适量的运动，并
且要科学的进行饮食，多食用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不吃辛辣刺
激的食物；不让自己处于特别疲劳的状态，尽量避免食用咖啡、浓
茶等刺激性很强的食物，而且在检查前一晚 12 点以后不吃任何东
西，在检查当日保持空腹状态。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非抗凝血 3
毫升，抗凝血 2 毫升，采血完成后，给患者服用葡萄糖口服液 75
克，2 小时后再采一次血[2]。 

空腹血糖以及餐后 2 小时血糖均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对空腹
C 肽和餐后 2 小时 C 肽含量进行检测。 

1.3 指标观察 
观察两组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 C 肽含量比较和糖尿病患者中

单纯 2 型糖尿病和糖尿病肾病患者检测结果比较。 
1.4 统计分析 
将数据输入 SPSS20.0 中处理，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用 t、

χ2 检验，计数资料 n/%表示，P 值小于 0.05，两组间的数据比较
存在意义。 

2 结果 
2.1.两组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 C 肽含量比较 
研究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餐后 2 小时血糖及空腹血糖的含量

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两组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 C 肽含量比较( `X±s) 

组别 例数 
糖化血红
蛋白(%) 

空腹血糖
（mmol/L） 

餐后 2 小时
（mmol/L） 

血清 C 肽（μg/L）

研究组 60 9.42±0.86 8.47±0.73 4.83±1.42 1.53±0.24 
对照组 60 5.34±0.38 4.52±0.21 11.23±1.43 0.95±0.15 
χ2 值  15.423 14.012 14.702 17.428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糖尿病患者的检测结果比较 
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在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

血糖、血清 C 肽含量均低于糖尿病肾病患者，而餐后 2 小时 C 肽含
量高于糖尿病肾病患者，两组间的数据比较存在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肾病患者检测结果比较（`X±s） 

组别 例数 
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

（mmol/L） 
血清 C 肽（μ

g/L） 
餐后 2 小时 C 肽(μg/L) 

单纯 2 型糖尿病 60 9.52±1.23 8.41±0.86 11.47±3.41 0.71±0.41 1.97±0.23 
糖尿病肾病 60 10.98±1.45 8.99±0.42 13.49±2.43 0.91±0.21 1.81±0.86 

χ2 值  2.435 3.482 3.415 2.732 2.824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糖尿病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当人体一直处于高糖状

态时，体内各个组织器官都会收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会造成患者的
心、肝、肾等重要器官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
生活质量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糖尿病早期进行诊断和治疗
是非常有必要的[3]。 

血液生化检验是糖尿病诊疗中的主要方式之一，能够有效的诊
断出疾病，了解疾病的发展状况。C 肽半衰期 10～11 分钟，糖化
血红蛋白半衰期为 60 天，能够很好的反映出患者前八周的平均血
糖浓度。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血糖浓度成正比，是不可逆的[4]。由
表 1 可以看出，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餐后 2 小时血糖及空
腹血糖的含量情况明显高于健康者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对将血清 C 肽及糖化血红蛋白作用于糖尿病中，能
对健康者和糖尿病患者进行有效区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诊疗结果
能得到有效提高，使患者的各项指标能得到有效观察，更有利于主
治医师对患者进行治疗，值得在临床医学中进行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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