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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微量采血管对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 !"&#$&!%&&'&()的影响% 方法*分别用微量

采血管和移液器吸样检测 /- 份全血样本$分为微量采血管组和移液器吸样组'对 /- 份用微量采血管浸泡于

稀释液后的浸泡液进行检测$设为浸泡组$在相同条件下检测 /- 份不加任何试剂为空白对照组% 比较浸泡组

与对照组&微量采血管组和移液器吸样组检测结果的差异% 结果*微量采血管浸泡组中 #$&!%&()的含量明

显高于试剂空白对照组"!B-C-.#% 与移液器吸样组相比$微量采血组检测结果中#$&!%浓度明显升高"!B

-C-.#% 结论*微量采血管对微量元素检测中的#$&!%结果影响较大$在进行微量元素检测时有必要做好空

白对照以尽可能减少相关影响%

**"关键词#*原子吸收光谱法'*微量元素'*微量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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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元素$当微量元素

缺乏时$会引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生理功能缺陷或者

异常$严重的可导致发育异常和智力低下(.)

% 原子

吸收光谱法具有灵敏度高&准确&分析范围广&快速

等优点$作为人体痕量和微量元素的首选常规测定

方法被广泛应用(, Y/)

% 采集末梢血行微量元素检测

在许多县级以下单位$特别是妇幼保健医院常见%

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微量元素的影响因素甚多(2)

$

有关末梢采血中微量采血管对微量元素检测的影响

及原因罕见报道% 为此$本研究就微量采血管对原

子吸收光谱法检测!"&#$&!%&&'&()的影响以及原

因进行相关分析%

@5对象与方法

@A@5研究对象5/- 份新鲜肝素锂抗凝全血标本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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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健康体检者及住院患

者$标本排除溶血&黄疸&脂血等影响因素$所有受检

对象均未使用微量元素相关药物%

@AB5试剂和仪器

.C,C.*仪器*]̂ 2.--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博

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C,*试剂*微量元素全血稀释液"北京博晖创

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博晖血清多元素校准

溶液'全血七元素"铜&锌&钙&镁&铁&钾&钠#质控品%

.C,C1*配套耗材*移液器"大龙兴创实验仪器有

限公司#$移液器吸头"浙江爱康医用塑料有限公

司#$微量采血管"泰州市宇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C5检测方法

.C1C.*调节仪器状态*严格按照 ]̂ 2.-- 型原子

吸收光谱仪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在保证仪器状态良

好的情况下$开机静态预热 ,- 89$$待乙炔和空气气

流压力比例平稳后$点火预热 .- 89$$调节各元素灯

能量值至适宜水平$然后定标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

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所有元素的定标曲线平滑&吸

光度符合标准要求&标准曲线相关系数达 -C333 以

上$室内质控在控后开始测定标本%

.C1C,*对照组微量元素检测*测定 /- 个试剂空白

"稀释液#样本中 !"&#$&!%&&'&()的含量$记录数

据以此为对照组%

.C1C1*微量采血管浸泡组检测*将微量采血管浸

泡在试剂"稀释液#中 , 89$后$分别测定 /- 份浸泡

液!"&#$&!%&&'&()含量%

.C1C/*微量采血管组和移液器吸样组检测*将每

份新鲜肝素锂抗凝全血标一分为二分为微量采血组

和移液器吸样组$分别用微量采血管和移液器吸取

/-

!

:对应全血样本使用试剂稀释液处理后进行测量%

@AD5统计学方法5应用 +_++,.C-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

À ?#表示$两

组比较采用成组 1检验$!B-C-2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5结果

BA@5微量采血管浸泡组与对照组五种元素含量的

比较5浸泡组中#$&!%&()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B

-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含量两者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C-2#% 见表 .%

BAB5微量采血吸管对样本中 !"&#$&!%&&'&()含

量检测的影响*微量采血管组标本中 #$&!%的浓

度明显高于移液器吸样组"!B-C-.#$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其余三种元素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C-2#% 见表 ,%

表 .*微量采血管浸泡组与对照组五种元素含量的比较!

!

À ?"

组*别 例数
!"

"

!

8@:Gb#

#$

"

!

8@:Gb#

!%

"88@:Gb#

&'

"88@:Gb#

()

"88@:Gb#

微量采血管
浸泡组

/- -C;2 1̀C5- 54C14 .̀,C-. -C,. -̀C-5 6-C-2 -̀C-. -C-, -̀C-5

对照组 /- .C;3 ,̀C;1 6-C12 1̀C,. 6-C-2 -̀C-1 6-C-; -̀C-. 6-C.- -̀C-5

1 6 -C5,3 11C;53 ./C133 .C3-5 1C,;3

! 6 -C.2. -C--- -C--- -C;2; -C---

表 ,*微量采血吸管对样本中!"##$#!%#&'#()含量

* *检测的影响!

!

À ?"

组*别 例数
!"

"

!

8@:Gb#

#$

"

!

8@:Gb#

!%

"88@:Gb#

&'

"88@:Gb#

()

"88@:Gb#

微量采血管组 /- ,1C,; 2̀C5. ./,C;2 .̀5C,3 .C5- -̀C.. .C1/ -̀C.; 5C52 -̀C3-

移液器吸样组 /- ,1C53 /̀C51 41C;2 .̀5C3- .C22 -̀C-3 .C12 -̀C.1 5C4/ -̀C4-

1 6 -C,.- ;C1-. 1C.,/ -C.// -C,.1

! 6 -C;21 -C--- -C--- -C5;- -C;14

C5讨论

CA@5本研究检测了 /- 份微量采血管浸泡液与试剂

空白对照的微量元素水平$结果表明浸泡液中 #$&

!%&()含量显著增高$初步提示微量采血管对微量

元素的检测有一定影响% 为了排除全血样本的基质

效应$本研究同时检测了 /- 份新鲜肝素锂抗凝全血

标本分别用移液器吸样与微量采血管吸样的微量元

素水平$结果表明微量采血管组标本中 #$&!%的浓

度明显高于移液器吸样组$()元素的含量在两组检

测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可以看出微量采血管

组样本中()的含量较移液器吸样组低$提示全血样

本可能存在对()元素检测的基质效应$印证了本组

实验设计的必要性$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微量采血管

对相关元素检测的影响%

CAB5通过对微量采血管浸泡液以及全血采样检测

结果均表明微量采血吸管会显著影响 #$ 和 !%元

素的检测结果$特别是对#$元素的检测结果影响巨

大$之所以产生如此显著的偏差$原因可能是微量采

血管的制作工艺过程中有使用到相关元素或者是相

关材料能与两种元素发生某种反应% 同时$本实验

发现微量采血管与全血样本中 ()元素似乎存在某

种特殊反应$导致()元素检测结果低于移液器吸样

组水平% 由于本研究仍存在样本量偏少等不足问

题$导致微量采血管对微量元素检测影响的具体原

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CAC5人体微量元素检测过程比较复杂$影响因素诸

多$国内一直未见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统一的参考范

围$各地区应以本地区为单位建立各项微量元素的

参考范围(;)

% 检测过程中$基质效应&采样质量&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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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光源&雾化器等构件$乃至检测者操作过程中所戴

的橡胶手套都能直接影响分析结果(2)

$在进行微量

元素参考范围的研究和调查时有必要排除相关影响

因素% 本研究表明末梢采血中使用的微量采血管也

是影响检测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笔者建议

在进行微量元素参考范围的建立时有必要把末梢采

血与静脉采血区分开来$并且做好微量采血管的空

白对照试验%

CAD5微量元素通常是指含量小于人体质量 -C-.c$

每人每日需要量在 .-- 8'以下的元素(5)

% 随着微

量元素日益被人们重视$有关微量元素与各种人群

及疾病相关的研究见诸报道(4 Y..)

$微量元素测量结

果的准确性倍受关注% 目前国内检测微量元素的方

法有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等(,)

% 末梢采血法

检查微量元素是很多医院常见的检测手段$通过本

研究结果表明末梢采血中使用的微量采血管对微量

元素的检测结果特别是对 #$&!%元素的检测有显

著影响$建议在行微量采血管吸样检测微量元素时$

应提前做好空白对照以尽量减少相关影响$使微量

元素的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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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硬膜外麻醉联合无保护会阴接生在降低会阴切开率方面的作用% 方法*选取

,-.;0-/ Y,-.50., 于该院正常分娩的产妇 4- 例为实验组$接受硬膜外麻醉联合无保护会阴接生% 同时选取

同期在该院正常分娩产妇 4- 例为对照组$接受传统阻滞麻醉下的保护会阴接生% 对比分析两组产妇的第二

产程时间&会阴侧切率和会阴裂伤程度% 结果*实验组产妇的第二产程时间为"1.C; 2̀C/#89$$明显短于对

照组产妇"!B-C-2#% 实验组产妇的会阴侧切率和会阴
"

度损伤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会阴完整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C-2#% 结论*与传统的分娩模式相比$硬膜外麻醉联合无保护会阴

接生技术能明显地缩短产程$降低会阴侧切率和减少会阴裂伤程度$促进产后恢复$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硬膜外麻醉'*无保护会阴接生'*会阴切开率'*会阴裂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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