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刘影$

$(-2V

%#本科#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研究工作)

论著!临床研究
!!

!"#

!

$%&'()(

"

*

&#++,&$)-$./'0/&1%$2&$2&%$(

血清尿酸对便携式血糖仪测定末梢血糖的影响

刘
!

影!高鹏霞!吕述军!沈
!

磊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江苏淮安
11''%%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血清尿酸对便携式血糖仪测定末梢血糖的影响%方法
!

选择住院的伴有高尿酸血症的
1

型糖尿病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同期住院的不伴有高尿酸血症的
1

型糖尿病患者
)%

例为对照组%所有患者测定末梢血糖的同时!抽取静脉血

测定血糖!并测定血清尿酸水平%分析血清尿酸对末梢血糖测定结果的影响程度%结果
!

"

$

$末梢血糖与静脉血糖检测结果的差

值与血清尿酸有相关性%"

1

$两组患者血糖的差值有差异%"

'

$两组血糖误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结论
!

血清尿酸对末梢血糖的

测定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以信任便携式血糖仪测定的血糖值%

"关键词#

!

血糖'尿酸'便携式血糖仪'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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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型糖尿病在我国的发病率正在日益增长#血糖监测是糖

尿病综合治疗的措施之一)传统血糖测定方法由静脉血测定

血糖#但是随着糖尿病知识的推广以及治疗水平的提升#便携

式血糖仪逐步普及成为了目前院内及院外患者自行监测血糖

的重要措施#其具备方便*快捷的特点)因此#测定血糖是否准

确是临床医师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目前#常用测定血糖的方

法主要有葡萄糖氧化酶法和己糖激酶法&

$

'

#而与之相对的测定

血糖的原理是安培电流法和化学发光法)血糖仪测量末梢血

糖是否准确极其重要)有相关文献报道#酸性物质可影响便携

式血糖仪中芯片电流信号的强弱&

1.'

'

#从而影响血糖测定的准

确性#其中包括尿酸)因为在临床上#糖尿病合并高尿酸血症

的患者非常多&

0

'

)本试验以
1

型糖尿病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

探讨高尿酸对测定血糖的影响程度)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1%$1

年
$1

月本科男性
1

型糖尿病患者共
$1%

例#年龄为
'%

!

-%

岁#

1

型糖尿病的诊断

标准参照
deP$((-

年糖尿病诊断标准#高尿酸血症的诊断

标准参照男性血清尿酸大于
01%

#

A"9

"

N

的诊断标准&

0

'

#排除

应激性血糖升高*严重肝肾衰竭等)本试验分为两组#选择同

期住院的男性
1

型糖尿病非高尿酸血症患者
)%

例为对照组#

血清尿酸$

11)&2f-)&2(

%

#

A"9

"

N

(

1

型糖尿病伴有高尿酸血症

患者
)%

例为研究组#血清尿酸$

2)1&-f$2$&(/

%

#

A"9

"

N

)两

组之间维生素
O

*三酰甘油*胆红素水平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B&C

!

方法
!

嘱患者晚餐后禁食#于次日清晨
)

!

%%

空腹#对同

一患者分别予以抽取血清尿酸*静脉血糖以及手指末端采血)

血清尿酸采用尿酸酶
.

过氧化物酶法#静脉血糖应用化学发光

法#末梢血糖采用安培电流法)采用日本奥林巴斯$型号为

6g1-%%

%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尿酸以及静脉血糖#测定末梢血

糖的便携式血糖仪应用德国罗氏罗康公司的罗氏血糖仪#比较

两组之间血糖检测的差值)并应用公式!$安培电流法测定血

糖
V

化学发光法测定血糖%"化学发光法测定的血糖#计算便携

式血糖仪的误差范围)

B&D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J̀ JJ$-&%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计量资料用
K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

$

%&%2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血清尿酸与血糖之间的关系
!

根据本院血清尿酸正常值

范围#对尿酸与血糖差值之间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并进行血清

尿酸与血糖差值之间的比较)从图
$

可得出参数回归方程为!

/)%1

重庆医学
1%$2

年
2

月第
00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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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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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血清尿酸与

安培电流法*化学发光法测定的血糖值差值之间有相关性)

图
$

!!

血清尿酸与两种方法测定血糖值差值

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C&C

!

安培电流法与化学发光法测定血糖值差值之间的比较
!

1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尿酸与血糖差值$

$&$-f$&0%A<&1&/)f

1&$2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b$&1/

#

!

$

%&%2

%)

C&D

!

安培电流法与化学发光法测定血糖值的误差
!

运用公式

计算两组采血方式的误差范围#最大偏差为
22&%%3

#最小偏差

为
%

#误差为
$&03

)

D

!

讨
!!

论

便携式血糖仪作为临床检验领域新出现的一种检验手段#

具有快捷*灵敏*不受场所限制*可以明显缩短测定时间等特

点#在各大*中*小型医院内得到迅速发展#医院内几乎所有临

床科室均备有便携式血糖仪&

2

'

)因此#临床医师需要提高对便

携式血糖仪测定血糖准确性的关注度)

本研究所应用的血糖仪是根据电生物化学原理+++即施

加一定电压于经酶反应后的血液#产生的电流会随着血液中的

血糖浓度的升高而增加设计的&

).-

'

)通过精确测量出这些微弱

电流#并根据电流值和血糖水平的关系#反推出相应的血糖水

平)所以#血糖水平测定的准确性是其核心问题)但其关系复

杂#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有研究表明#患者服用维生素
O

可影

响血糖测定值#可能是因为维生素
O

自身为电化学物质#可使

电流增加&

/

'

)本试验排除了可能干扰试验结果的条件#如维生

素
O

*三酰甘油*胆红素等&

(.$%

'

)因此#本文只探讨尿酸对血糖

仪测定值的影响)

有相关文献提示尿酸对血糖测定值有影响&

$$

'

#血清尿酸

对安培电流有影响#也就是说#血清尿酸对便携式血糖仪测定

的血糖值的准确性有影响)通过本试验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安

培电流法与化学发光法测定血糖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提示尿酸对两种方法测定的血糖值差值有影响#与相关

研究结果一致)同时#从本试验中可以看出#直线斜率呈正向#

随着尿酸水平的增长#血糖差值也在升高#提示尿酸与两种血

糖测定的差值有相关性)

便携式血糖仪本身与生化仪测定的血糖值存在一定的误

差#可能是通过仪器本身的特性*设定的范围*标本运送条件等

因素造成的&

$1

'

)根据,医疗机构对便携式血糖检测仪管理和

临床操作规范$实行%-的要求#便携式血糖仪测定值大于
0&1

AA"9

"

N

时#与检验科$即生化仪%测定值之间的差异应小于

1%3

&

$'

'

)本次试验数据中血糖值均大于
0&1AA"9

"

N

#通过本

试验#对尿酸影响下的便携式血糖仪运用安培电流与生化仪运

用化学发光法测定的血糖值进行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值小于

1%3

#故差异在接受范围内)

综上所述#本试验中#便携式血糖仪测定的血糖受血清尿

酸影响#但是其精密度以及准确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血糖仪测

定的结果可信)便携式血糖仪测量血糖的误差在正常范围内#

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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