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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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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胰岛素泵治疗过程中使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的价值&方法
!

本研究选取
1%$4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该院
;3[

收治的
)1

例由于自身血糖出现异常!需要使用胰岛素进行干预治疗的患者&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
'$

例&对照组使用指尖法进行血糖测定!同时使用微量泵将胰岛素持续注入静脉中进行治疗$观察组使用实时动态

血糖监测系统对血糖进行测定&结果
!

两组患者均完成相关研究!无剔除和脱落患者&在达到目标血糖水平的时间'治疗总时

间'胰岛素用量和低血糖发生率方面!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观察组患者第
'

天时的日内平均血糖

"

8W7

%'日内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8H7U

%'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

8X22

%'血糖水平标准差"

92W7

%及血糖漂移时间百分比

"

?W7

+

-&/66"F

(

<

及
?W7

)

'&(66"F

(

<

%均较第
$

天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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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监测方法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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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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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使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血糖水平!安全有效&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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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治疗$

39;;

&作为临床上糖尿病患

者强化治疗公认的最佳方法'

$

(

#为危重症患者的血糖控制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但由于重症监护室$

;3[

&患者本身情况较为

复杂#常常伴有多种并发症#如果使用常规指尖法对患者的血

糖进行监测#同时使用微量泵将胰岛素持续注入静脉中进行治

疗#很容易由于血糖波动大而导致监测数据不准确#也易导致

低血糖发生#增加
;3[

患者危险及病死率)在治疗过程中#做

到有效控制患者血糖#及时发现低血糖等不良事件已成为亟须

解决的临床难题)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因具有可提供即时

血糖信息*高低血糖报警及预警功能等作用#并能与持续皮下

胰岛素输注系统整合为一体#能更好地对患者血糖进行有效管

理#达到更显著的降糖效果'

1

(

)本研究选取本院
;3[

收治的

)1

例由于自身血糖出现异常#需要使用胰岛素进行干预治疗

的患者#同时使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进行配合治疗#治疗

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
1%$4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本院
;3[

收

治的
)1

例由于自身血糖出现异常#需要使用胰岛素进行干预

治疗的患者)$

$

&纳入标准!空腹血糖$

:W7

&

+

$$&$66"F

"

<

%

糖化血红蛋白$

>QH$=

&

+

(&%\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周岁%患

者愿意参加相关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排除标准!近
'

个月内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血糖高渗状态等急性并发症

者%有低血糖史者%对胰岛素过敏者%严重心*肝*肾等器官功能

不全者)$

'

&剔除标准!不符合纳入标准而入组患者%未按试验

研究方案实施的患者)$

0

&脱落标准!治疗完成前死亡*自动退

出者%中途破盲)所有剔除或脱落患者均如实记录相关原因)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所有患者入
;3[$!

时

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

HEH3>U;;

&评分为$

$)&%'_4&/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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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外科手术
10

例#肿瘤
(

例%糖尿病
$1

例%肺部感染呼

吸衰竭疾病
$%

例#脑血管疾病
-

例)将全部患者分为对照组

$

'$

例&和观察组$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4

例#年龄
00

#

-)

岁#平均$

4(&(_$4&1

&岁#其中曾患过糖尿病的患者
$'

例%

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01

#

-0

岁#平均$

4/&0_$0&)

&

岁#其中曾患过糖尿病的患者
$4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

H.

EH3>U

!

评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比性)

B&C

!

方法
!

对照组使用指尖法对血糖进行监测#同时使用微

量泵将胰岛素持续注入静脉中进行治疗#具体方法!在
4%6<

生理盐水中#溶入
4%;[

胰岛素#然后使用微量泵将其从中心

静脉泵注入人体进行治疗)全部患者的血糖检测两次间隔的

时间#以及胰岛素剂量#根据医师开具的处方来确定)

观察组使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对血糖进行测定)具

体方法!$

$

&所有入选患者佩戴
-11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连

续监测
'!

)同时根据指尖血糖$三餐前
j

睡前&对仪器进行校

正#指尖血糖的监测频率为每天
0

次)要求患者三餐时间*主

食量和每日运动量均需相对固定%暂不实施放射检查)$

1

&设

置胰岛素泵剂量!根据患者体质量计算胰岛素全天用量#一般

为
%&0

#

%&/[

,

R

I

S$

,

!

S$

#将
4%\

的总量设置为基础量#每

天以
'

#

)

个时段进行分配#以
0h'h'

的比例分配于三餐前#

其中
4%\

作为餐前大剂量#同时根据实时血糖值适当调整胰

岛素泵的剂量)并设置高低血糖报警阈值#一般分别为
$%&%

*

'&(66"F

"

<

)

B&D

!

观察指标
!

本次研究所设定的空腹血糖$

:W7

&目标血糖

值为
)&$

#

/&' 66"F

"

<

#餐后
1J

血糖值 应 低 于
$%&%

66"F

"

<

#任一时间点的血糖应大于或等于
'&(66"F

"

<

)达到

目标血糖的时间为目标时间)当患者经过治疗后#病情出现好

转#同时不再需要胰岛素进行治疗#或恢复到只需口服药物就

可以稳定病情时就可以确定为治疗结束#所花费的时间为治疗

总时间)当血糖小于或等于
'&(66"F

"

<

#为低血糖)同时#观

察两组患者的血糖波动参数#包括日内平均血糖$

8W7

&*日内

平均血糖波动幅度$

8H7U

&*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

8X22

&*

血糖水平标准差$

92W7

&*血糖漂移时间百分比$

?W7

+

-&/

66"F

"

<

及
?W7

)

'&(66"F

"

<

&

'

'

(

#以及低血糖发生率和胰岛

素用量比较#同时分析两组监测方法的相关性)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E99$-&%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0_A

表示#行
>

检验%采用
E@C5+",

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治疗时间对比
!

两组患者均完成相关研究#无剔除

和脱落病例)在达到目标血糖水平的时间*治疗总时间方面#

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治疗时间对比&

0_A

'

组别
'

目标时间$

J

& 治疗总时间$

!

&

观察组
'$ 4&1_$&)

"

'&/_$&'

"

对照组
'$ )&(_1&0 4&$_$&-

!!

"

!

!

$

%&%4

#与对照组比较

C&C

!

观察组
-1J

后血糖波动参数指标变化情况
!

观察组患

者第
'

天时的
8W7

*

8H7U

*

8X22

*

92W7

及血糖漂移时间

百分比$

?W7

+

-&/66"F

"

<

及
?W7

)

'&(66"F

"

<

&均较第
$

天显著下降$

!

$

%&%4

&#见表
1

)

表
1

!!

观察组
-1J

后血糖波动参数指标变化情况&

0_A

'

时间
8W7

$

66"F

"

<

&

8H7U

$

66"F

"

<

&

8X22

$

66"F

"

<

&

92W7

$

66"F

"

<

&

?W7

+

-&/66"F

"

<

$

\

&

?W7

)

'&(66"F

"

<

$

\

&

10J $1&0_%&) 4&-_$&) 1&)_%&0 1&-_%&( /%&1_$$&0 $&%_%&0

-1J /&4_$&-

"

'&(_$&1

"

$&-_%&1

"

$&4_%&)

"

0$&4_(&)

"

%&'_%&1

"

!!

"

!

!

$

%&%4

#与
10J

比较

C&D

!

两组低血糖发生率及胰岛素用量比较
!

观察组的胰岛素

用量和低血糖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低血糖发生率及胰岛素用量比较

组别
'

胰岛素用量$

0_A

#

[

"

10J

& 低血糖发生率'

\

$

'

"

'

&(

观察组
'$ 0'&$_4&-

"

'&1'

$

$

"

'$

&

"

对照组
'$ 4(&-_)&1 11&4/

$

-

"

'$

&

!!

"

!

!

$

%&%4

#与对照组比较

C&E

!

两种监测方法的相关性分析
!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监

测到血糖水平为$

(&1)_1&$0

&

66"F

"

<

#而指尖血糖仪监测到

血糖水平为$

$%&%-_1&%4

&

66"F

"

<

#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

;g%&(-

#

!g%&%%)

&)

D

!

讨
!!

论

;3[

患者由于机体受到严重创伤#或由于疾病致使机体并

发感染症状等#很容易导致患者的物质代谢出现异常#当机体

的物质代谢出现异常时#表现出的临床特征为血糖增高)这种

血糖增高现象也被叫做应激性高血糖'

0.4

(

)除此之外#营养供

给不充分#体内环境及体内代谢出现紊乱等都会导致患者出现

血糖升高的情况)所以#

;3[

患者普遍伴有血糖升高的现象#

特别是对于曾经患过
1

型糖尿病患者#这种血糖升高的现象会

更加严重#更加普遍)有相关文献指出#当患者的血糖被控制

在理想范围时#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减少#但药物具有的

不良反应#会导致患者的血糖水平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血糖

升高的情况'

)

(

)目前#血糖波动是影响重症患者预后的一个独

立危险因素#已成为全球共识'

-.(

(

)使用常规的血糖监测和治

疗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很难对患者的血糖起到较理想的控制

作用)很多
;3[

患者的意识不清醒#不能表述自身感受#因其

体征由于机械通气#镇静治疗等原因#很难被护理人员发现)

目前本院将
;3[

患者的血糖目标值设定为
)&$

#

/&'66"F

"

<

#也是从多方面来综合考虑的)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是监测组织间液葡萄糖值#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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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或毛细管血糖值)既避免了患者自我监测无法完全反

映全天血糖情况弊端#也避免了检测血糖水平的金标准

>QH$=

对治疗方案调整的延迟影响#以及对低血糖和血糖波

动无法反映的缺陷)同时实时动态血糖监测与静脉血糖*指尖

血糖值均有较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可提供连续的*动态的血

糖值#准确地反映血糖水平波动趋势#进而更好地控制患者血

糖水平'

$%.$$

(

)

-11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美敦力
'3

系统&于
1%$1

年

引入国内#由胰岛素泵*实时动态血糖监测和糖尿病综合管理

软件三部分组成#形成了/

'3

0独特的疗法'

$1

(

)该系统可及时*

全面地反映患者全天血糖变化情况#指导医护人员准确及时地

调整患者血糖水平#是目前对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中血糖监测

的最佳方法#增加患者治疗依从性#提高临床疗效'

$'.$0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达到目标血糖水平的时间*治疗总时

间*胰岛素用量和低血糖发生率方面#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观察组患者第
'

天时的
8W7

*

8H7U

*

8X22

*

92W7

及血糖漂移时间百分比$

?W7

+

-&/

66"F

"

<

及
?W7

)

'&(66"F

"

<

&均较第
$

天显著下降$

!

$

%&%4

&%两种监测方法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g%&(-

#

!g%&%%)

&)

综上所述#

;3[

患者使用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能够显

著降低患者的血糖水平#安全有效#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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