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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阐述糖化血红蛋白和肾功能生化指标联合应用在糖尿病微血管疾病诊断的价值研。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糖尿

病患者 200 例，根据是否出现微血管疾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100 例，分析糖化血红蛋白和肾功能生化指标联合应用在糖尿病微血管疾病诊断中

的应用，明确其应用价值，并为医疗人员制定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结果 两组患者之间的血糖水平、肾功能生化指标存在较大差异（P<0.05）。

患者接受检查前后心理状况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对糖尿病微血管疾病的诊断过程中糖化血红蛋白及肾功能生化指标具有较强的灵敏度，更

够更好的对患者进行病情判断，且能够为医疗人员诊断疾病提供可靠依据。因此应对该项检验技术形成正确认知，并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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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lc) and renal function biochemical indexes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ic microvascular disease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renal fun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ic 

microvascular disease.Methods 200 diabet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had microvascular disease.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renal 

function biochemical indexes in diabetic microvascular disease was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in diagnosis, clarify its application value, and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medical personnel to formulate medical plans.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renal function biochemical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amination (P<0.05).Conclusion Glycated 

hemoglobin an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renal function have strong sensitivity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ic microvascular disease, which can better judge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and can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medical personnel to diagnose the disease. Therefor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is testing technology 

should be formed, and its use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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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疾病，导致其形成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环境

因素与遗传因素等[1]。因此患者必须正确认识到该疾病的严重性，

并在患病后及时前往医院接受治疗。早期诊断在糖尿病治疗中具有

重要地位，其能够为医疗人员制定医疗方案提供依据，提高治疗有

效性，进而为患者身心健康提供保障。检验技术是临床诊断的重要

基础，若采用的检验技术不具备科学性，必将对临床诊断精准性产

生影响。糖化蛋白是血红蛋白和红细胞中葡萄糖之间非酶蛋白糖基

化反应的产物。其结构稳定，寿命与红细胞相同，与血糖浓度成正

比[2]。基于此，本文作者通过选取部分患者来详细分析糖化血红蛋

白和肾功能生化指标联合应用在糖尿病微血管疾病诊断的价值研

究，以期为今后的临床患者提供最优的检查方法，促使其疾病更好

的恢复。 

1.资料与分析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 200 例，

根据是否出现微血管疾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100 例，其中对照

组即未发生微血管病变，且男性患者 67 例，女性患者 33 例，平均

年龄为（45.63±5.88）岁，平均病程为（6.14±3.50）年。而研究

组即发生微血管病变，且男性患者 55 例，女性患者 45 例，平均年

龄为（44.10±6.10）岁，平均病程为（5.10±4.00）年。根据患者

疾病的类型可知，糖尿病肾病 48 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40 例，糖

尿病心肌病 12 例。参与研究的患者各项基础性资料经比较不存在

差别（P>0.05）。已将认知方面存在异常、精神状况欠佳的患者排

除在研究外。正式进行研究前，已为患者及其家属详细介绍各方面

的研究内容，并成功取得上级领导、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认同。 

1.2.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根据病情状况进行分组，而后对患者进行相同的检查

方法，其中标本采集方法为在清晨对处于空腹状态的患者进行真空

血液采集，采集量是 5mL。将患者性别及采集时间等基础信息标注

在试管上。将血液静置 20 分钟后，开展检验前处理工作，并在处

理结束后，利用离心机开展对血液的血清分析[3]。在完成分离工作

后，抽取上层血清，并将其放置在冰箱中，以此为后续检验奠定基

础。而在检测过程中，使用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和相关辅助试剂对血糖水平、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进行了

检测。免疫分析法检测 24 小时尿微量蛋白水平。采用葡萄糖氧化

酶法检测患者血糖水平。在检测结束后，收集两组各项数据，明确

其是否与临床诊断结果一致，并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进而明确检

验技术具体效果[4]。 

1.3.观察指标 

通过观察两组患者间各项检查指标和心理状况，以此分析血糖

水平和肾功能生化指标联合应用在糖尿病微血管疾病诊断的价值，

并为医疗人员制定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1.4.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患者各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用 t、 2x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观察两组患者血糖水平 

两组患者之间的血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观察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 sx± ） 

组别 
空腹血糖

（mmol/L） 

餐后血糖

（mmol/L） 

HbA1c

（%） 

对照组

（n=100） 
7.99±0.87 12.11±3.19 

8.25±

1.00 

研究组

（n=100） 
9.78±0.81 14.22±2.33 

11.01±

0.33 

t 值 11.264 2.110 11.282 

P 0.005 0.016 0.001 

2.2 观察患者间肾功能生化指标 

两组患者之间的肾功能生化指标存在较大差异（P<0.05）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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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患者间肾功能生化指标（ sx± ） 

组别 n 
甘油三酯

（mmol/L） 
尿素氮（mmol/L） 总胆固醇（mmol/L） 肌酐（ummol/L） 尿酸（mmol/L） 

对照组 100 1.99±1.11 8.39±1.66 5.33±1.30 71.25±3.14 248.25±22.01 

研究组 100 3.10±2.01 10.02±2.36 7.30±2.44 89.25±5.00 339.28±40.25 

t 值  3.981 3.016 4.223 6.014 7.699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 观察患者间心理状况 
患者接受检查前后心理状况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表 3 观察患者间心理状况（ sx± ） 

时期 n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VAS 评分 SDS 评分  

检查
前 

20
0 

40.01±
5.31 

77.54±
5.02 

10.45±
2.22 

79.45±
3.53 

检查
后 

20
0 

85.52±
5.14 

22.18±
8.42 

16.09±
6.90 

64.62±
2.90 

t  6.480 8.922 6.309 5.023 
P  0.002 0.001 0.001 0.001 

3.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疾病，导致其形成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环境

因素与遗传因素等。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该疾病在我国
的发生率正在不断增加，已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影响。通
过分析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糖尿病在男性群体的发生率相对较高，
尤其针对中老年男性群体而言[5]。从现实角度出发，可发现目前尚
未研发能够有效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因此医疗人员多会对患者采取
降糖治疗方案，以此为其身心健康提供保障。早期诊断是治疗活动
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若诊断精准性欠佳，极有可能导致患者错过
最佳治疗时间，并对其生活质量及生命健康安全产生影响[6]。此前
医院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诊断时，多会采用常规检验方法，即通过对
患者尿液进行检验，进而判断患者是否患有糖尿病。但通过实际调
查可以发现，该项检验方法实际效果欠佳，极有可能出现误诊或漏
诊现象。在现代科学技术及医疗事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糖尿病检
验方法已进入发展新势态。在此基础上，各类检验技术开始被广泛
应用于糖尿病诊断中。其中，生化检验具有较高的应用率，且具备
良好的应用效果[7]。唐娟,杨晓玲,聂石婵[8]称，相较于常规检验，生
化检验技术具有较高的便捷性，能够对患者血清甘油三酯、糖化血
红蛋白及糖耐量实验等数据进行明确。与此同时，当微血管疾病患

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时，会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一定程度的损
害，导致红细胞和白细胞变性能力减弱，粘附聚集增强，进一步促
进微循环缓慢血流，促进微血管的形成和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最
后上述指标发生显著变化。从本次研究结果中可得知，两组患者之
间的血糖水平、肾功能生化指标存在较大差异（P<0.05）。患者接
受检查前后心理状况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在对糖尿病微血管疾病的诊断过程中糖化血红蛋白
及肾功能生化指标具有较强的灵敏度，更够更好的对患者进行病情
判断，且能够为医疗人员诊断疾病提供可靠依据。因此应对该项检
验技术形成正确认知，并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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