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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瞬感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19 年 10 月 -2020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 50 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

研究组，各 25 例。对照组应用传统手指采血监测血糖变化，研究组应用瞬感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糖水平，血糖控制各阶段时间、血糖达标时间、胰岛素用量、人均低血糖次数及满

意情况。结果：治疗后，研究组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及餐后 2 h 血糖（2 h PBG）

均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血糖观察期、胰岛素用量调整期、血糖与胰岛素用量稳定期及血糖达标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胰岛素用量与人均低血糖次数均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满

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应用瞬感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的效果理

想，能够更好地监测患者血糖变化，从而对胰岛素使用剂量做出调整，降低治疗期间低血糖的发生，同

时该种检测方式不需要频繁对患者指尖进行采血，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临床上应当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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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instantaneous scanning dynamic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25 cases in each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blood glucose was monitored by traditional finger blood collection, 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monitored by instantaneous scanning dynamic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The blood glucos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ime of each stage of blood glucose control, time of blood glucose normalization, insulin dosage, times of 

hypoglycemia per capita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After treatment,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fasting blood glucose (FPG) and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2 h PB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bservation period of blood glucose, adjustment period of 

insulin dosage, stable period of blood glucose and insulin dosage and time of blood glucose normaliza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sulin dosage and times of hypoglycemia per capita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score of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instantaneous scanning dynamic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is ideal, which can better monitor the changes of blood 

glucose in patients, so as to adjust the dosage of insulin,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hypoglycemia during the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detection method does not need to take blood from patients’ fingertips frequently, 

which improves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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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aneous scanning dynamic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First-author’s address: Jingjiang People’s Hospital, Jingjiang 214500,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20.34.041

万方数据



- 156 -

经验交流  Jingyanjiaoliu　　《中国医学创新》第 17 卷  第 34 期（总第 532 期）2020 年 12 月

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Vol.17, No.34 December, 2020

　　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疾病，对患者的日常生

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病情没有及时有效地控

制，很可能会引起患者死亡 [1]。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有研究显示引起糖尿病血管病变的重要因

素是患者的血糖处在长期波动状态，因此稳定糖

尿病患者的病情就要保证血糖的稳定 [2]。临床在

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常用传统手指采血的方式检

测，其受到多因素的影响，降低了数据的准确性。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瞬感扫描式动态葡萄

糖监测系统出现，但目前临床中对于其相关的文

献较少 [3]。本文探讨了糖尿病患者治疗期间瞬感

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在血糖监测中的应用

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0 月 -2020 年 1 月本

院收治的 50 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符合 1999 年 WHO 对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4]；精神、

意识无障碍，能够配合完成研究。排除标准：合并

患有严重的心、肾及肺等器官功能障碍；不同意配

合本研究者；合并全身性及感染性疾病。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25 例。所

有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

究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两组均皮下注射胰岛素（生产厂家：四

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H51022976，规格：10 mL︰400 单位），给予统一

的饮食、运动指导，在治疗期间根据患者的血糖控

制情况进行药物剂量的调节。对照组应用传统手指

采血监测血糖变化，应用华益 GLUPAD 智能血糖仪

进行，8 次 /d，每天进行监测，对伴有低血糖症状

的随时进行监测。研究组应用瞬感扫描式葡萄糖动

态监测系统，由英国雅培糖尿病护理公司生产，指

导患者佩戴 14 d，期间根据监测的血糖状况进行胰

岛素剂量的调节。

1.3　观察指标与判定标准　（1）比较两组治疗前

后血糖水平。于治疗前后采集两组空腹外周静脉血

5 mL，应用全自动生化仪（迈瑞 BS-300 测试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

血糖（FPG）以及餐后 2 h 血糖（2 h PBG）水平 [5]。

（2）比较两组血糖控制各阶段时间及血糖达标时

间，在治疗期间血糖控制分为血糖观察期、胰岛素

用量调整期及血糖与胰岛素用量稳定期三个阶段。

血糖观察期：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初始的使用剂

量；胰岛素用量调整期：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边用药

边对剂量调整；血糖与胰岛素用量稳定期：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血糖水平维持在目标水平持续 3 d 以

上。目标水平：三餐前血糖为 3.6~6.7 mmol/L，餐

后保持在 10 mmoL/L 以内 [6]。血糖达标：FPG 为 4.4~ 

7.0 mmol/L 且 2 h PBG<10 mmol/L[7-8]。（3）比较两组

血糖达标时的胰岛素用量及人均低血糖次数，低血

糖标准：血糖浓度 <3.90 mmol/L，人均低血糖次数

= 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总次数 / 患者例数。（4）比较

两组治疗 1 个月后的满意情况。应用本院自制满意

度问卷进行评分，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

者满意度越高 [7]。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对照组男 13 例，女 12 例；

年龄 15~75 岁，平均（32.3±8.1）岁；病程 1~7 年，

平 均（4.1±1.1） 年； 其 中 1 型 糖 尿 病 7 例，2 型

糖 尿 病 18 例。 研 究 组 男 14 例， 女 11 例； 年 龄

14~76 岁，平均（32.7±7.6）岁；病程 1~7 年，平

均（4.2±1.0）年；其中 1 型糖尿病患者 8 例，2 型

糖尿病患者 17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2.2　 两 组 治 疗 前 后 HbA1c、FPG 及 2 h PBG 比 

较　治疗前，两组 HbA1c、FPG 及 2 h PBG 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

HbA1c、FPG 及 2 h PBG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两组血糖控制各阶段时间及血糖达标时间比 

较　研究组血糖观察期、胰岛素用量调整期、血糖

与胰岛素用量稳定期及血糖达标时间均短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4　两组胰岛素用量及人均低血糖次数对比　研究

组胰岛素用量（30.67±4.78）U/（kg·d）与人均低

血糖次数（0.77±0.15）次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万方数据



- 157 -

《中国医学创新》第 17 卷  第 34 期（总第 532 期）2020 年 12 月　　经验交流  Jingyanjiaoliu

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Vol.17, No.34 December, 2020

表1　两组治疗前后HbA1c、FPG及2 h PBG比较（x-±s）

组别
                              HbA1c　        　%                                 FPG　 　mmol/L                             2 h PBG        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n=25） 12.1±1.6 6.5±1.1 13.2±1.2 7.2±1.1 18.3±2.1   8.5±2.0

对照组（n=25） 12.2±1.5 8.6±1.3 13.0±1.3 9.2±1.3 18.5±2.2 10.7±2.5

t 值 1.845 18.745 1.732 17.935 1.652 19.024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2　两组血糖控制各阶段时间及血糖达标时间比较[d，（x-±s）]

组别 血糖观察期 胰岛素用量调整期 血糖与胰岛素用量稳定期 血糖达标时间

对照组（n=25） 3.17±0.56 14.23±2.03 3.46±0.76 9.34±2.74

研究组（n=25） 1.93±0.27   7.48±1.87 2.41±0.54 6.47±1.85

t 值 17.695 18.241 17.784 19.245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胰岛素用量及人均低血糖次数比较（x-±s）

组别
胰岛素用量

[U/（kg·d）]

人均低血糖次数

（次）

对照组（n=25） 38.85±5.12 2.86±0.64

研究组（n=25） 30.67±4.78 0.77±0.15

t 值 19.891 20.426

P 值 <0.05 <0.05

2.5　 两 组 满 意 情 况 比 较　 研 究 组 满 意 评 分 为

（86.14±3.24）分高于对照组的（77.57±4.13）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085，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

断提高，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9]。糖尿病根据发病原因不同可

分为 1 型糖尿病及 2 型糖尿病。糖尿病治愈的难度

较大，其治疗原则是严格控制患者血糖，虽医学水

平的不断进步，但临床中血糖控制达标情况仍没有

得到有效改善 [10-12]。糖尿病治疗期间需要对患者进

行血糖监测来调整用药，不同的血糖监测方式的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着最终的结果。

　　目前临床中血糖监测方式多为传统手指采血并

应用血糖仪检测血糖，该种方法的检测结果与患者

使用方法是否规范有一定的联系，进而在临床实际

检测中其准确率有着一定的差异 [13-15]。血糖监测结

果与静脉血实际血糖水平差异较大会影响患者血糖

达标情况，不能够准确对药物剂量进行调整，当调

整出现偏差较大的时候，严重者甚至会发生低血糖，

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16]。同时应用传统手指采血，监

测一次需要对患者尖指进行一次采血，反复的针刺

痛感导致患者在后期采血过程中有着较大的恐惧

感，尤其是对于年龄较低的青少年患者，反复的采

血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不配合采血的现象。有研究

指出，采血引起的反复疼痛会引起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波动较大，不仅影响治疗效果，也容易引发无症

状性低血糖。因此临床中对糖尿病持续进行监测血

糖的时候，不仅要提高指标检测的准确性，还要降

低对患者造成的伤害 [17-18]。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动态实时血糖监测

逐渐出现并被临床中广泛应用。本研究应用了瞬感

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对研究组进行动态血糖

监测，该种系统包括两个部分：扫描检测仪以及传

感器。瞬感是指简单快捷的监测方法，应用扫描检

测仪扫描后，患者组织液中的葡萄糖数值就能够在

传感器上显示 [19]。研究证实，人体组织液中的葡萄

糖水平能够反应出血糖水平，是因为葡萄糖在人体

的毛细血管中能够通过组织液进行自由扩散，瞬感

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通过持续性对糖尿病患

者组织液中的葡萄糖水平进行检测，从而能够实时

获取详细的实际葡萄糖数据，生成葡萄糖图谱后用

扫描仪扫描、传感器获取即可获取葡萄糖的数值，

而且能够自动储存数据 [20-21]。本研究结果显示，治

疗后，研究组 HbA1c、FPG 及 2 h PBG 均低于对照

组（P<0.05），说明给予糖尿病患者不同血糖指标监

测方法能够影响各项血糖指标，应用瞬感扫描式动

态葡萄糖监测系统的效果更加理想，进一步说明了

血糖监测的重要意义。研究组血糖观察期、胰岛素

用量调整期、血糖与胰岛素用量稳定期及血糖达标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胰岛素用量

与人均低血糖次数均低于对照组（P<0.05），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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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治疗期间的血糖监测中，实施瞬感扫描

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能够缩短血糖控制各阶段时

间及血糖达标时间，从而能够更好地对患者胰岛素

使用剂量做出调整，及时纠正、预防异常葡萄糖水

平的发生，从而降低低血糖发生。

　　瞬感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不需要对患者

频繁进行指尖采血，能够降低疼痛对患者引起的生

理刺激，不仅能够降低心理压力引起的血糖波动，

同时还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2]。本研究结果显

示，研究组满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表示

在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中，实施瞬感扫描式动态葡

萄糖监测系统能够提高增加患者对临床治疗的满意

度。但本研究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在后期研究中

应当加大观察指标及样本量，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

加详细，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研究依据。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患者治疗中应用瞬感扫描

式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的效果理想，能够更好地监

测患者血糖变化，从而对胰岛素使用剂量做出调整，

降低治疗期间低血糖的发生，同时该种检测方式不

需要频繁对患者指尖进行采血，提高了患者的满意

度，临床上应当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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