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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实验室内血糖参考区间的建立及意义

王治海

"青海省德令哈市海西州人民医院检验科
!

)$E(((

$

!!

摘
!

要"目的
!

确立该地区成人空腹血清葡萄糖"以下称空腹血糖$在本实验室内的参考区间%方法
!

使用氧化酶法在奥林

巴斯
;e=((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对该地区
$%=)

例体检人员进行空腹血糖水平测定%结果
!

空腹血糖平均浓度'

Jj=&)%EII34

&

7

!

;j(&='=II34

&

7

%结论
!

该地区成人空腹血糖估计参考区间为
*&@=

$

'&E%II34

&

7

%

关键词"血糖#

!

参考区间#

!

高原

!"#

!

$(&*@A@

"

B

&5CCD&$AE*0=$*(&%($%&$=&(A$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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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AE*0=$*(

"

%($%

$

$=0$EE=0($

!!

由于不同实验室所用的仪器及试剂不同#所确定实验室内

的参考范围也不同'

$

(

)本院地处高原#服务群体所处环境*饮

食结构与平原地区相比有很大差异)以往该项目的参考范围

设置主要依据厂家发表的参考区间#该区间是否适合本实验室

服务的群体#本科从未验证)为此#依据本院实验室现有条件#

建立本实验室内血糖参考区间#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E

月在本院行空

腹血糖测定的体检人员
$%=)

例#年龄
$)

$

A'

岁)排除与此

项指标有影响的各种疾病$如内分泌疾病*各种肿瘤*肝病*肾

病等&及影响因素$如是否抽烟*酗酒*近期是否患病等&)均按

标准化要求采血#及时分离血清#严格按操作规程检测)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日本奥林巴斯
;e=((

型自动生化

分析仪)试剂为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血糖试剂

盒及校准品)英国朗道公司生产的定值质控品)

A&C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统计学正态分布法#估计参考区间

Ji$&@A;

)

B

!

结
!!

果

结果显示#空腹血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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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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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室成人空腹血糖参考区

间为!

*&@=

$

'&E%II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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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C

!

讨
!!

论

空腹血糖水平测定是糖尿病筛查和糖尿病疗效监测常用

手段之一)实验室内检验项目的参考区间是医师评估受检者

健康*疾病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的重要依据)如果根据厂家声

明执行新的方法#实验室甚至可以使用厂家发表的参考区

间'

%

(

)实验室参照厂家发表的范围无可厚非)然而#美国

,79;a))

要求实验室验证厂家的参考区间是否适合实验室患

者的群体)根据作者对
$%=)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进行参

考区间确立和统计学分析#可以看出本院实验室的血糖范围与

参考书上给出的参考区间$

*&@

$

A&$II34

"

7

&及厂家提供的

参考区间$

*&)@

$

A&$$II34

"

7

&略有差异'

%

(

)这可能与服务

群体所处环境*饮食结构*实验室内使用的仪器*试剂等因素有

关#同时#高原特殊的环境是否会影响血糖浓度水平#虽未见相

关文献#但有学者认为高海拔*低温环境对机体生理及代谢会

产生一定影响$包括脂质和碳水化合物&

'

*

(

)根据实验室现有

条件#确定本实验室内成人血糖浓度水平的参考区间既有利于

指导本实验室服务的群体合理地生活饮食习惯#积极有效的预

防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又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数据)因此#

确立本实验室内空腹血糖的参考区间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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