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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洛阳地区健康人群血清总胆红素参考值水平&方法
!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用钒酸盐氧

化法对该地区健康人群
$:1'

例进行血清总胆红素测定!并与操作规程的参考值范围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洛阳

地区
$:1'

例健康人群总胆红素参考范围分别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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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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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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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洛阳地区健康人群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与操作规程参考值范围有较大差异!建议各地区实验室

根据不同年龄'性别建立各自的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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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项目的结果变化能灵敏地表达机体的生理和病

理状况#定义检验结果需要相应的参考区间)

"

*

+临床检验项目

的结果随人种,性别,年龄,生长发育而异#同时受人群所处的

地域,经济水平,职业,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诸多因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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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洛阳地区健康人群血清总胆红素$

<(P5

&参考

值范围的真实情况#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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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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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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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来本

院体检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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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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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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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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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洛阳地区企事业单位在岗及退休干部,

工人,教师,学生等健康人员#经体检排除肝胆疾病,溶血性疾

病和各种原因所致的贫血性疾病的健康人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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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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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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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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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

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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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及校准品!四

川省新成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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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试剂盒$钒

酸盐氧化法&$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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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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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检者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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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晨肘静脉采取血液后#

待血液凝固#立即分离血清#选取无黄胆,脂血,溶血的标本#严

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

内于生化分析仪上严格

按照说明书检测
<(P5

+每天测定定值质控#质控品测定结果

符合要求后再进行样品测试+

$%1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结果以
Mf"88:F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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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

人群按性别分为两组#性别内按年龄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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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各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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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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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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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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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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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中看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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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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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服从近

似正态分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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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常值的上限和下限+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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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应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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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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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男性

和女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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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同性

别不同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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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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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是人体血红蛋白分解代谢的产物#长期以来作为肝

胆疾病和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断指标已为人们所熟悉+但随着

近年来对胆红素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已认识到胆红素还是体

内一种生理性抗氧化剂#具有比维生素
2

,维生素
!

更强的抗

氧化活性+适量的胆红素对心,脑,肝脏和血管等组织,器官具

有保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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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者先后摸索并成功地推出了许多测定血清胆红

素的方法)

:

*

+主要有重氮法,改良
,̂X

法,胆红素氧化酶法,钒

酸盐氧化法,亚硝酸氧化法+前两种方法都受溶血脂浊的干

扰#而胆红素氧化酶法则因酶试剂成本较昂贵以及酶来源,纯

度,稳定性等问题影响了它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88#

年日

本学者
<=cH>C

建立了钒酸盐氧化法测血清总$直接&胆红素#

是目前实验室应用较为普遍的方法+其原理是在
B

Qa#

的条

件下#血清胆红素可经钒酸盐氧化成胆绿素#从而使胆红素特

有的黄色减少#可根据加入钒酸盐前后
1&'34

处吸光度的下

降与血清胆红素呈正比#通过测定其氧化前后吸光度值的差计

算出胆红素浓度+

本实验结果表明#洛阳地区健康人群血清
<(P5

的含量存

在性别和年龄差异#男性血清
<(P5

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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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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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参考值范围比.全国临床检验操作

规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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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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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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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长期以来不同地域,不同实验室沿用

教科书或厂家说明书提供的血清
<(P5

参考值#且男女混用#

对老年人仍然沿用以中青年为主体参考人群所建立的参考值#

是不科学,不严谨的+通过本文表明#各地应根据地区的条件#

在搞好质量控制的前提下#建立适合本地区的血清
<(P5

参

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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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认为血红蛋白与机体营养状况呈正相关#血红蛋白与

血清
<(P5

呈高度正相关#血红蛋白含量高的人群
<(P5

水平

高于血红蛋白低的人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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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营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可能是洛阳地区
<(P5

水平升高的原因之一+

本文得出的血清
<(P5

参考值范围的调查仅限于有限的

研究对象基础上#还没有公认的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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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肝脏生化指标研究#提出肝脏生化指标的升高$包括

)5<

,

)O<

,

)5<

等&#提示胎儿在危险中#需及时终止妊娠)

:

*

+

当胆汁酸的浓度达到
1'

!

4=A

"

5

时#胎儿并发症的概率开始增

加#胆汁酸的浓度每增加
"

!

4=A

"

5

#胎儿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增

加
"7

"

$7

)

9

*

+因此#在
P!.

的实验室检查中#可以用
!X

进

行常规检测以及动态监测指标#同时测定
<()

,

)5<

,

)O<

,

)5.

帮助终止妊娠时机的选择+

参考文献

)

"

* 许月华
%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8

例临床分析)

^

*

%

中

国医师杂志#

$''&

#

6

$

6

&!

819%

)

$

* 谢建渝#王雪燕
%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实验室指标生物

参考区间的建立及临床意义的探讨)

^

*

%

重庆医科大学学

报#

$''9

#

##

$

8

&!

""$",""$#%

)

#

* 张巧玉#常青#梁志清#等
%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患者

!X

值,

O

"

V

值及
ZO<

检测与新生儿预后的关系)

^

*

%

第

三军医大学学报#

$''1

#

$:

$

$$

&!

$'"$,$'"1%

)

1

*

WCGFC+-P

#

.C+GHC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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