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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检验和生化检验方法在糖尿病 
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刘芳芳 王曙光 

【摘要】 目的 分析常规检验和生化检验对糖尿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择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在东营市利津县明集中心卫生院就诊的 70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常规检验和生化检

验（检测指标为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耐量、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比较两种检验方法

的结果和对糖尿病的诊断效能。结果 70 例患者给予“金标准”诊断后，其中 60 例确诊为糖尿病 ；常规检

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83.33%、70.00%、81.43%，生化检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6.67%、60.00%、91.43%，生化检验的敏感度和准确度均明显高于常规检验（均 P＜0.05），两种方式的特异

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两种检验方法的血糖指标水平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生化检验所得

的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耐量、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均高于常规检验，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空腹血糖（mmol/L）：7.42±1.36 比 7.06±1.25，餐后 2 h 血糖（mmol/L）：8.75±1.25 比 8.40±1.33，

糖化血红蛋白：0.074±0.012 比 0.072±0.010，糖耐量（mmol/L）：8.03±1.33 比 7.60±1.45，总胆固醇（mmol/L）：

1.30±0.35 比 1.21±0.25，三酰甘油（mmol/L）：6.89±1.35 比 6.55±1.02，均 P＞0.05〕。结论 对糖尿病患

者加强生化检验有助于保证较高的诊断效能，为疾病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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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routine test and biochemical test in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70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diabetes mellitus admitted to 

Dongying Lijin County Mingji Center Health Center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Routine and biochemical tests 

were performed respectively (detection indexes were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ours postmeal blood glucose, glycated 

hemoglobin, glucose tolerance,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acylglycerol). The results and diagnostic efficacies of the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gold standard" diagnosis of 70 patients, 60 of them were diagnosed 

as diabetes mellitu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routine test were 83.33%, 70.00% and 81.43%, 

respectively,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biochemical test were 96.67%, 60.00% and 91.43%,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biochemical tes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ventional 

test (both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mparison of specificity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P > 0.05). By comparing the blood glucose index levels of the two test methods, it was known that in the biochemical 

test, the levels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our postprandional blood glucose, glycated hemoglobin, glucose tolerance,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acylglycero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y routine tests, 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asting blood glucose (mmol/L): 7.42±1.36 vs. 7.06±1.25, 2 hour postprandional blood glucose (mmol/L): 

8.75±1.25 vs. 8.40±1.33, glycated hemoglobin: 0.074±0.012 vs. 0.072±0.010, glucose tolerance (mmol/L): 

8.03±1.33 vs. 7.60±1.45, total cholesterol (mmol/L): 1.30±0.35 vs. 1.21±0.25, triacylglycerol (mmol/L): 

6.89±1.35 vs. 6.55±1.02, all P > 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biochemical test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is helpful to ensure higher diagnostic efficiency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diseas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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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临床高发的一类慢性代谢性疾病，以

高血糖作为主要病理症状，发病机制包括胰岛素分

泌或利用缺陷等因素，危险因素包括不良生活与饮

食习惯、遗传因素等［1］。糖尿病在男性中的发病率

高于女性，主要是由于男性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

习惯导致，随着病情进展，逐渐对患者多个器官系统

造成侵袭，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危害较大［2］。目

前临床上主要依据长时间用药来控制血糖水平异常

增长，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有临床研究表明，若

能够早日对糖尿病进行诊断与治疗，有助于改善患

者预后，提高疾病治疗效果，因此，加强糖尿病患者

的疾病诊断，早期明确病情意义重大［3］。随着近年

来实验室检验技术的进步和检验设备的革新，引进

了较多的检验方式，其中常规检验和生化检验均是

常见的糖尿病诊断方式，为了对其检验效果进行综

合分析，探讨不同检验方式的差异，本研究纳入 70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将检验结果与“金标准”比较，

分析其诊断效能，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在东营市利津县明集中心卫生院就诊

的 70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38 例，女 性 32 例 ；年 龄 42～75 岁，平 均（58.93± 

3.47）岁 ；病程 3～12 年，平均（6.25±2.61）年。

1.1.1 纳入标准　① 患者对研究内容均已知情同

意 ；② 患者伴有相关临床症状 ；③ 患者无明确糖尿

病史 ；④ 患者临床资料完整。

1.1.2 排除标准　① 合并严重的器官系统疾病者 ；

② 精神与认知功能存在障碍者。

1.1.3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东营市利津县明集中心卫生院伦理审批（审批号 ：

20230402），所有检测均获得过受检者知情同意。

1.2  仪器与试剂　FUS-2000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

析仪购自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BA-

FX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购自日本东芝公司。

1.3 研究方法　

1.3.1 常规检验　收集受检对象清晨 5 mL 尿液标

本，使用尿液分析仪，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对尿糖进

行检测，阳性结果则表示受检对象患有糖尿病。

1.3.2 生化检验　收集受检对象 5 mL 清晨空腹静

脉血，将标本送入生化检验室内检验，将 2 mL 血液

样本兑入 150 g 肝素水溶液中混匀，抗凝后，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验，空

腹血糖不低于 11.1 mmol/L，糖化血红蛋白超过 0.060，

则诊断为糖尿病。

1.4 观察指标　

1.4.1 比较两种检验方式的诊断结果　按照以下公

式计算：敏感度＝真阳性例数 /（真阳性例数 + 假阴

性例数）×100% ；特异度＝真阴性例数 /（真阴性例

数 + 假阳性例数）×100%，准确度＝（真阳性例数 + 

真阴性例数）/ 总例数 ×100%［4-5］。

1.4.2 比较两种检验方式的血糖指标检测结果　分

析两种检验方式检测血糖指标的水平差异，包括空

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耐量、总

胆固醇、三酰甘油。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

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t 检验。若两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则以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种检验方式的诊断结果比较　70 例疑似糖

尿病患者中，有 60 例患者以“金标准”诊断为糖尿

病。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方法比较，生化检验的敏

感度和准确度均明显高于常规检验（均 P＜0.05），两

种方式的特异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2。

表 2 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的诊断效能比较

检验方法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常规检验 83.33 70.00 81.43

生化检验 96.67 60.00 91.43

χ2 值 5.926 0.220 2.984

P 值 0.015 0.639 0.048

表 1 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所得诊断结果比较

检验方法 检查结果
金标准（例） 合计

（例）阳性 阴性

常规检验 阳性 50   3 53

阴性 10   7 17

合计 60 10 70

检验方法 检查结果
金标准（例） 合计

（例）阳性 阴性

生化检验 阳性 58   4 62

阴性   2   6   8

合计 60 10 70

2.2 两种检验方式检测血糖指标水平比较　常规

检验与生化检验所得血糖指标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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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糖尿病作为临床上一类高发的代谢性疾病，发

病率逐年攀升［6］。临床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糖尿

病患者数已经达到 1 亿例以上，该疾病患者具有多

食、多饮、多尿、体质量下降等表现，生活质量严重

降低。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能导致多器官受损，引发

多种并发症，包括糖尿病肾病、眼部病变、糖尿病足

等，加剧病情，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安全［7］。临床研

究指出，糖尿病的发生与胰岛素缺乏、胰岛素抵抗

等因素具有紧密的关联性，随着近年来人民生活节

奏与饮食习惯的变化，长时间处于高糖高脂饮食状

态、久坐不动等情况，导致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递增，

且发病年龄逐渐趋向于年轻化［8］。目前，临床上尚

未研究出糖尿病的根治措施，主要依靠长时间给药

治疗，控制血糖异常递增、预防并发症等，同时加强

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日明确病情，对于有效控制病情

发展意义重大。

 常规检验方式主要对患者尿液标本进行观察，

检测标本中的尿酮体、尿糖等指标，其中尿糖即人

体尿液中的葡萄糖，健康人体中，尿液中的葡萄糖含

量微乎其微，若血糖值在 160～180 mg/d 以上时，将

会在尿液标本中检测出尿糖［9］。尿酮体包括乙酰

乙酸、丙酮、β- 羟丁酸，是人体内脂肪代谢活动的

产物，健康人体中，尿酮体含量较低，常规检验通常

未能及时检测其含量。若常规检验尿液标本为阳

性结果，主要是由于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率降低，脂

肪分解产生酮体，从而增加了血液中的酮体含量，异

常增加的酮体经过尿液排出，导致酮尿症，一旦出现

上述情况，需及时对症干预，以防病情继续发展［10］。

常规检验措施较传统，同时兼具经济、无创等优势，

其主要检验不足之处包括 ：① 检验所需时间长，操

作步骤较繁琐，容易造成诊断准确率下降［11］；② 若

糖尿病病程较漫长，肾糖阈值增加，则尿液检验无法

出现尿糖［12］；③ 不同病例中，肾糖阈值的检验值可

能不同，而同一病例中，不同检验时间出现的结果也

可能不同 ；④ 某些药物的应用可能会对常规检验结

果造成影响。随着检验方式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临

床实验室对糖尿病患者主要依靠血液样本检验方式

对相关生化指标进行检验，依据检验结果判断患者

的病情动态变化，便于后期的对症治疗［13］。

 本研究结果显示，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的准确

率分别为 81.43% 与 91.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生化检验方式的诊断准确率更高，血液标本检

验方式利于标本采集与存放，对于各项检验指标的

要求较高，如检验尿液中的葡萄糖时，正常摄食且禁

食后检验，三酰甘油、总胆固醇需收集空腹静脉血

液，全程由医护人员陪同检查，指导患者正确采血、

口服葡萄糖等，表现了检验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

人文服务理念，有助于提高患者依从性，构建和谐的

医护患关系［14］。同时，随着近些年来医学技术的发

展进步，检验新技术有了快速的提升，为疾病检验提

供精确的结果，本研究结果表明，生化检验的敏感度

明显高于常规检验，两种检验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表明生化检验的诊断效能较高［15］。

 常规检验时，利用尿液标本完成实验室指标检

验，尿糖检测易受到饮食等因素的影响，若采集尿液

前患者摄入含糖量较高的饮食，将会使体内血糖水

平异常，导致尿糖，影响检验结果。尿酮检验值与营

养不良等因素相关，若患者伴有营养不良，则可能影

响最终的检验结果［16］。生化检验方式，具有高效、

简便、经济等优势，便于提供较准确的生化指标检

验结果，包括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从而及时了解

患者病情的动态变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生化检验方式中，空腹血糖、

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耐量、总胆固醇、三

酰甘油水平相比常规检验均有所提高，但两种检验

方式对血糖指标的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

此可知，生化检验的诊断效果更佳，主要是由于检验

仪器设备较先进，对样本采集、存放、检验等均有严

格的规定，不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保证了较

高的诊断价值。随着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使用，简化

了生化检验步骤，诊断效能进一步提升，利于基层医

院的大范围采纳，便于对血糖指标进行检验，若患者

血糖波动范围较大，同样适用于该类检验方式［17］。 

表 3 常规检验与生化检验所得血糖指标水平比较（x±s）

检验方法
例数

（例）
空腹血糖

（mmol/L）
餐后 2 h 血糖

（mmol/L）
糖化血红
蛋白（%）

常规检验 70 7.06±1.25 8.40±1.33 0.072±0.010

生化检验 70 7.42±1.36 8.75±1.25 0.074±0.012

t 值 1.631 1.604 1.434

P 值 0.105 0.111 0.154

检验方法
例数

（例）
糖耐量

（mmol/L）
总胆固醇

（mmol/L）
三酰甘油

（mmol/L）

常规检验 70 7.60±1.45 1.21±0.25 6.55±1.02

生化检验 70 8.03±1.33 1.30±0.35 6.89±1.35

t 值 1.828 1.751 1.681

P 值 0.070 0.082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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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值检验可以分析患者血糖

水平变化情况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便于了解某段时

间内患者血糖变化情况，该指标检验的稳定性较高，

不易受到患者生活状态的影响 ；糖耐量检测便于了

解胰岛素分泌状态 ；三酰甘油检验可以分析糖尿病

的发生风险［18］。对上述指标进行检验，利于观察患

者是否存在糖尿病以及病情变化情况等。

 对患者进行血糖生化检验之前，需禁食数小时，

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并在空腹状态下收集静

脉血进行检验，对血液葡萄糖水平进行判断，在糖尿

病患者中的应用比例较高，准确性也较高［19］。临床

研究指出，若糖尿病患者葡萄糖含量增加，可导致多

种蛋白质变性，具有不可逆特征，血液中的葡萄糖

水平与糖基化蛋白合成速度息息相关，两者呈正相 

关［20-21］。因此，对该类患者进行血糖指标水平检验，

便于判断病情变化，若血糖含量异常增加，将会对胰

岛素分泌造成影响，而胰岛素能够控制人体血糖水

平升高，促进糖原、蛋白质等物质的合成，通过检验

胰岛素水平有助于了解病情变化情况。另外，联合

多项指标进行血糖检验，便于更加客观地评估病情，

提高检验的稳定性，缩小检验误差。

 综上可知，对糖尿病患者进行检验时，生化检

验相比常规检验的诊断准确度和敏感度更高，利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验，收集血液样本，不易受

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具有简便、高效、稳定性高等特

征，值得基层医院采纳并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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