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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及血脂指标检测在 2 型糖尿病患者 
微血管病变中的应用

李锦超 

【摘要】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血脂指标检测对于罹患 2 型糖尿病的病例的微血管病变的诊

断作用。方法 选择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在济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的 24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 100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和 140 例单纯糖尿病患者分别纳入糖尿病肾病组和单纯糖尿病组；

另外选择同时间段在济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00 例健康志愿者，将其设置成对照组。采集

所有受检者空腹血液标本，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血清糖化血红蛋白，采用氧化酶法检测总胆

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比较各组受检者上述指标水平差异。关于各项

检测指标是否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病存在关联进行分析，相关性分析选择应用 Spearman 分析法。将糖尿病肾

病的诊断“金标准”设为临床确诊结果，以此为参照，计算和对比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

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效能。结果 糖尿病肾病组的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水平均明显高于单纯糖

尿病组和对照组〔糖化血红蛋白：0.078±0.011 比 0.064±0.010、0.044±0.008，TC（mmoL/L）：6.72±1.43 比

5.18±0.93、3.94±0.89，TG（mmoL/L）：2.39±0.64 比 1.70±0.51、1.02±0.33，LDL-C（mmoL/L）：4.28±1.05

比 3.09±0.84、2.15±0.67，均 P＜0.05〕，且单纯糖尿病组上述指标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糖

化血红蛋白、TC、TG、LDL-C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发病均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793、0.832、0.819、0.840，P 值 

分别为 0.006、0.004、0.005、0.003）。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联合检测在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灵敏度、

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7.00%、97.14%、97.08%，均明显高于各项指标单一检测。结论 关于罹患 2 型糖

尿病的病例在肾脏出现微血管病变，显示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水平均普遍上调，各指标联合检测

对 2 型糖尿病肾病具有良好的辅助诊断作用。

【关键词】 2 型糖尿病 ； 肾脏微血管病变 ； 糖尿病肾病 ； 诊断 ； 糖化血红蛋白 ； 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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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role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blood lipid indicators 

in microvascular diseases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The 24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reated in Jina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taken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100 cases with diabetes nephropathy and 140 cases with simple diabetes were 

respectively included in diabetes nephropathy group and simple diabetes group. Additionally, 100 healthy volunteers 

who underwent health examinations at Jina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time period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fasting blood samples from all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the level of serum glycated hemoglobin was measured using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and the levels of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s (TG)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were detected using oxidase metho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among the test subjects in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The Spearman analysis method was selected to analyze whether 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test index and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nephropathy. The "gold standard" for diagnosis of diabetes nephropathy 

was set as the clinical diagnosis result, which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to 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blood lipid indicators for diabetes nephropathy by separate and joint 

detection. Results The levels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C, TG and LDL-C in diabetes nephropathy group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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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型糖尿病在临床上常见，属于常见慢性基础

病，主要发生于老年人群中，该疾病患者在发病后病

程漫长，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导致生活质量下

降［1-3］。2 型糖尿病发病后存在微血管病变风险，这

类病例发生的微血管病变可能在多种脏器中发生，

如肾脏，形成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主要与

高血糖有关，长期高血糖影响到肾脏，致使肾脏微

血管发生病变，对患者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4-5］。

尽早诊断糖尿病肾病是给予及时治疗的关键，有研

究指出，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标在糖尿病肾病患

者中存在异常表达，推测可通过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和血脂指标来辅助诊断糖尿病肾病［6-7］。本研究选

择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济南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收治的 24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与 100 例健康体检

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展血清学检验，探讨糖化血

红蛋白以及血脂指标检测在糖尿病肾脏微血管病变

诊断中起到的作用，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从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 

在本院就诊的 24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选择 100 例

糖尿病肾病患者和 140 例单纯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分别纳入糖尿病肾病组和单纯糖尿病组，另外

选择同时间段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100 例健康志

愿者，将其设置成对照组。

1.1.1 纳入标准　① 糖尿病肾病组患者经症状观

察和实验室检查被确诊为 2 型糖尿病肾病，单纯糖

尿病组患者经症状观察和实验室检查被确诊为 2 型

糖尿病不伴肾损伤，对照组健康志愿者经全身体检

未发现异常 ；② 年龄≥60 岁 ；③ 在检查期间未出

现意识障碍，始终保持意识清醒，配合度良好并完成

静脉采血工作。

1.1.2 排除标准　① 合并其他慢性基础病变；② 合 

并其他代谢性疾病 ；③ 伴有认知障碍 ；④ 合并凝血

功能障碍。

1.1.3 伦理学　本项目的伦理学符合医学伦理学要

求，交由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后予以批准（审批号 ：

20231007），受检者对研究知情且自愿参与并配合。

1.2 仪器与试剂　H2016D 高速离心机（上海知信

实验室仪器技术有限公司）；VARIANT Ⅱ血红蛋白

检测仪（美国 BIO-RAD 公司）及配套糖化血红蛋白

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试剂 ；血脂检查项目

试剂〔氧化酶法 ；宏葵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1.3 研究方法　在检查当天清晨，在三组受检者空

腹状态下采集肘前静脉血液 5 mL 作为血液样本，

采用离心机对血液样本以 3 000 r/min（离心半径为 

10 cm）持续离心 10 min，将血清与血浆分离，取血

清样本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标，糖化血红蛋

白检测方法为高效液相色谱法，血脂指标包括总胆

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三酰甘油（triglycerides，

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TC、TG 检测方法为氧化酶法，

LDL-C 检测方法为直接法 - 表面活性剂清除法。

1.4 观察指标　比较各组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

标水平，对各项指标是否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病存在

关联进行分析，相关性分析选择 Spearman 分析法。

 以临床确诊结果作为参照，将单纯糖尿病组患

者作为阴性病例，将糖尿病肾病组患者作为阳性病

例，计算和比较糖化血红蛋白、血脂指标单独与联

合检测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结果与效能，指标包括

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分别采用例（%）、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simple diabete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0.078±0.011 

vs. 0.064±0.010, 0.044±0.008, TC (mmoL/L): 6.72±1.43 vs. 5.18±0.93, 3.94±0.89, TG (mmoL/L): 

2.39±0.64 vs. 1.70±0.51, 1.02±0.33, LDL-C (mmoL/L): 4.28±1.05 vs. 3.09±0.84, 2.15±0.67, all P < 0.05].  

Moreover, the above indexes in simple diabete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The levels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C, TG and LDL-C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nephropathy (r values were 0.793, 0.832, 0.819 and 0.840, P values were 0.006, 0.004, 0.005 and 0.003,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C, TG and LDL-C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es nephropathy were 97.00%, 97.14% and 97.08%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ingle detection of each index. Conclusion In case of type 2 diabetes with ren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 levels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C, TG, LDL-C are generally up-regulated.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various indicators has a good auxiliary diagnostic role for type 2 diabetes nephropathy.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Renal microangiopathy; Diabetic nephropathy;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Blood lipid



·  432  · 实用检验医师杂志 2023 年 12 月第 15 卷第 4 期  Chin J Clin Pathol，December 2023，Vol.15，No.4

均数 ± 标准差（x±s）的形式来表示，计数资料对比

时选择 χ2 检验，计量资料均呈正态分布，在对比时

选择 t 检验，将 P＜0.05 作为数据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标志。两个变量是否有相关性应用 Spearman

分析法进行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法，以

P＜0.05 为检验水准，r 值为正数时即变量间呈正相

关，r 值为负数时即变量间呈负相关。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糖尿病肾病组患者年龄 60～85 岁， 

糖尿病病程 5～10 年 ；单纯糖尿病组患者年龄 60～ 

86 岁，糖尿病病程 1～9 年；对照组体检者年龄 60～ 

89 岁。三组受检者性别、年龄的数据进行对比，数

据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明受检者

的一般资料具有良好匹配度，研究可比。见表 1。

特异度、准确度均明显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均 P＜
0.05）。见表 4～5。

表 1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病程
（岁，x±s）男性 女性

糖尿病肾病组 100 57 43 72.08±4.23 7.92±1.35
单纯糖尿病组 140 80 60 72.19±4.07 6.14±1.20
对照组 100 59 41 71.84±4.16

注 ：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2 各组受检者的检测指标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例） 糖化血红蛋白 TC（mmoL/L）

糖尿病肾病组 100   0.078±0.011 a   6.72±1.43 a

单纯糖尿病组 140 0.064±0.010 5.18±0.93
对照组 100    0.044±0.008 ab     3.94±0.89 ab

组别 例数（例） TG（mmoL/L） LDL-C（mmoL/L）

糖尿病肾病组 100    2.39±0.64 a   4.28±1.05 a

单纯糖尿病组 140 1.70±0.51 3.09±0.84
对照组 100     1.02±0.33 ab     2.15±0.67 ab

注 ：TC 为总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与单纯糖尿病组比较，aP＜0.05；与糖尿病肾病组比较，bP＜0.05

表 3 相关性分析

指标
糖尿病肾病

r 值 P 值

糖化血红蛋白 0.793 0.006
TC 0.832 0.004
TG 0.819 0.005
LDL-C 0.840 0.003

注 ：TC 为总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表 4 各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所得诊断结果比较

检测指标
临床确诊结果（例）

阳性 阴性 合计

糖化血红蛋白
阳性   88   15 103
阴性   12 125 137
合计 100 140 240

TC
阳性   87 13 100
阴性   13 127 140
合计 100 140 240

TG
阳性   87   15 102
阴性   13 125 138
合计 100 140 240

LDL-C
阳性   89 14 103
阴性   11 126 137
合计 100 140 240

联合检测
阳性   97     4 101
阴性     3 136 139
合计 100 140 240

注 ：TC 为总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表 5 各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效能

检测方法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

糖化血红蛋白   88.00 a   89.29 a   88.75 a

TC   87.00 a   90.71 a   89.17 a

TG   87.00 a   89.29 a   88.33 a

LDL-C   89.00 a   90.00 a   89.58 a

联合检测 97.00 97.14 97.08

注 ：TC 为总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与联合检测比较，aP＜0.05

2.2 各组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标水平比较　糖

尿病肾病组、单纯糖尿病组及对照组受检者的糖化

血红蛋白、TC、TG、LDL-C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其中糖化血红蛋白、TC、TG、

LDL-C 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糖尿病肾病组、单纯糖

尿病组、对照组。见表 2。

2.3 相关性分析　经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糖化血

红蛋白、TC、TG、LDL-C 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发病均 

呈正相关（均 P＜0.05）。见表 3。

2.4 各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

结果分析与比较　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诊断时，

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联合检测的灵敏度、

3 讨论 

 由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病程较长，血糖长期处于

高水平，易累及肾脏，引发 2 型糖尿病肾病［8-9］。糖

尿病肾病是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常见的一种并发症，

主要是指肾脏受到高血糖影响而出现微血管病变，

会增加 2 型糖尿病患者病死的风险［10-11］。糖尿病

肾病发生后病例的肾功能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处于

进行的状态，会随着病情加重而逐渐加重，甚至发展

为终末期肾病，危及患者生命安全［12-13］。因此，为

促使糖尿病肾病的预后得到改善，需进行尽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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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措施控制病情。

 糖尿病肾病在发生的早期阶段并不会出现明显

的临床症状，患者容易忽视，且这种肾脏损伤在早期

阶段十分轻微，通常不会在查体时显示在影像图中，

致使查体时容易忽视这种肾损伤情况，因此，临床上

通常依靠实验室指标来辅助判断糖尿病肾病是否发

生。糖脂代谢紊乱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病后的主要

特征，在 2 型糖尿病这种代谢性疾病发病过程中有

所参与，还参与到这种代谢性疾病的病情进展过程

中，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肾脏微血管病变存在关联［14］。 

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标是反映机体内糖脂代谢的

常见生化指标，其中，糖化血红蛋白是葡萄糖结合红

细胞后生成的一种蛋白物质，这种蛋白的生成不可

逆，且其表达相对稳定，可对于血糖波动情况予以反

映，不会受到进食的影响［15-16］，而血脂指标通常是

指 TC、TG、LDL-C，若血管内脂质堆积过多，会引起

血管病变的发生［17］。

 本研究为探讨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标对 2 型 

糖尿病患者肾脏微血管病变诊断的作用，对单纯糖

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进行了血

清生化检验，检测结果显示，在糖尿病肾病组、单

纯糖尿病组及对照组受检者的糖化血红蛋白、TC、

TG、LDL-C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糖化血

红蛋白、TC、TG、LDL-C 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糖尿

病肾病组、单纯糖尿病组、对照组。相关性分析结

果显示，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水平与糖尿

病肾病发病均呈正相关，表明糖尿病肾病患者普遍

存在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指标表达上调，其体内糖

脂代谢处于紊乱状态。

 本研究还对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四

项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结果进

行比较，结果显示，对糖尿病肾病进行诊断时，糖化

血红蛋白、TC、TG、LDL-C 联合检测所得灵敏度、特

异度、准确度均比各项指标单独检测结果更高，表

明联合检测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对糖尿

病肾病的诊断价值优于单一指标检测，可提高诊断

的准确性，减少漏诊和误诊，建议在糖尿病肾病患者

早期诊断时对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进行

联合检测。

 综上所述，在 2 型糖尿病患者肾脏微血管病变

发生后，其糖化血红蛋白、TC、TG、LDL-C 表达普遍

上调，联合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及血脂指标可对 2 型

糖尿病肾病起到良好的辅助诊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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