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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选择一种快速准确的%适用于标本少的中小型医院使用的离子分析方法&方法
!

用
b̂=C$$

型血液电解质生

化分析仪和
([bT!2

离子选择电极法!分别测
+#

例血清中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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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含量!分
+

组进行重复性试验%线性试验%回收试

验&结果
!

b̂=C$$

型血液电解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中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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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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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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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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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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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仪器检测
+#

份血清样品!

+

组结果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

9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结论

!

b̂=C$$

型离子分析仪无需电极%无管道%无机械%免维护!而且化学离子敏测卡价格便宜!特别适用于标本少的中小型医院及

大专院校医院使用&

关键词"离子#

!

结果评价"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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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电解质分析方法很多#有离子选择电极法*酶法*火焰

光度法和化学法#但大都成本高'电极法需要不断定标*更换

电极#消耗大#酶法试剂的稳定性不理想#同时对水质要求很

高#价格偏贵(

"

)

'本院引进的深圳宁鸣公司生产的
b̂=C$$

型

电解质分析仪是一种高精度的医用电子仪器和配套的化学离

子敏测试卡#可分析血清*血浆*尿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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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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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种离

子'新型的化学离子敏测卡是基于离子选择电极原理设计制

作的一种电化学传感器#采用两点电位测量法#此卡片具有简

单*快速*价廉*可避免交差感染*精度高*准确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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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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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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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型离子分析仪
([bT!2

离子选择电

极法'

@,A

!

材料
!

取
+#

例大学生体检肝功正常不溶血的血清'

@,B

!

统计学处理
!

用
>=>>"",D

软件进行直线相关与回归分

析#组间比较用
9

检验'

A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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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试验
!

取
+#

例血清分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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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仪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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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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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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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离子分析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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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系列标

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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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浓度&#每个浓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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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稀释线性回归方

程及相关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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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离子分析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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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分析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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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加标量将其添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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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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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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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鲜大学生体检肝功正常不

溶血的血清#分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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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离子分析仪*

([bT!2

离子选

择电极法测定同份血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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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含量#侧得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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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侧定结果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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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两种仪器测定同份血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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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仪器检测
+#

例血清样品#

+

组结果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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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
+

&

#,#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

([bT!2

离子选

择电极法测定需随时定标#消耗大量试剂#由于长期通电#电极

损坏快#需经常更换'而
b̂=C$$

型离子分析仪无需电极#免

维护仪器#使用寿命长#中文显示#操作方便#平时不必待机#随

用随开#无运转成本#精度高#化学离子敏测卡为一次性消耗

品#可避免交差感染#而且标准仪和清洗仪价格低'因此#

b̂=C$$

型离子分析仪特别适用于标本少的中小型医院及大

专院校医院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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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K̂

H

$水平与慢性肾功能不全发生以及临床分期的相关性&方法
!

检测
"##

例健康

人"健康对照组$和
$#

例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临床分期一般分为肾功能不全代偿期%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肾功能衰竭期%尿毒

症晚期$的血清
K̂

H

水平!比较各组间血清
K̂

H

水平&结果
!

肾功能不全代偿期的患者血清
K̂

H

水平为"

"A,$eA,"

$

!

@<'

'

?

高

于健康对照组"

5,De-,"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患者血清
K̂

H

水平为"

+",$e"",D

$

!

@<'

'

?

#肾功能衰竭期血清
K̂

H

水平为"

+A,+e"/,/

$

!

@<'

'

?

!尿毒症晚期患者血清
K̂

H

水平为"

-5,Ae".,+

$

!

@<'

'

?

!各期间
K̂

H

水

平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血清
K̂

H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而且随着病程的发展!血清肌酐

"

!9

$水平升高!血清
K̂

H

水平也呈上升趋势!血清
K̂

H

水平可以作为监测慢性肾功能不全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关键词"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

$#

!

血清肌酐#

!

慢性肾功能不全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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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型半胱氨酸$

I<@<K

H

78&3:&

#

K̂

H

&血症是近年来认识

的一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高血清
K̂

H

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也是终末期肾衰患者长期透析患者的主要

致死原因'而血清
K̂

H

水平的高低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

)

'学者们公认
K̂

H

浓度升高是心

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它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好发心

脑血管疾病有关(

+

)

'本研究旨在对血清
K̂

H

水平与慢性肾功

能不全临床分期的相关性展开探讨'

@

!

资料和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在本院肾病中心住院

的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均符合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诊断标准#

临床分期一般分为肾功能不全代偿期$

!9

%

"//

!

@<'

"

?

&*肾功

能不全失代偿期$

!9"//

"

++"

!

@<'

"

?

&*肾功能衰竭期$

!9

++"

"

--+

!

@<'

"

?

&*尿毒症晚期$

!9

&

--+

!

@<'

"

?

&

(

/

)

'以上患

者均未进行透析治疗#所有患者采血前
+

个月内未服用可能影

响
K̂

H

代谢的药物'慢性肾功能不全组
$#

例#其中男
DD

例*

女
/D

例#年龄
+"

"

5+

岁#慢性肾功能不全代偿期
"#

例#慢性

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D

例#肾功能衰竭期
+D

例#尿毒症晚期

-#

例'健康对照组为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人群
"##

例#其中男

A#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5

"

.5

岁#血糖*血脂及血压均正

常#无心*肝*肾等严重器质性疾病#

+

个月内未服用任何药物'

+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

@,A

!

标本收集
!

禁食
"+I

后采清晨空腹静脉血
/@?

'

@,B

!

检测方法
!

K̂

H

采用酶法检测#试剂盒为北京九强公司

产品#血肌酐$

!9&L83:3:&

#

!9

&采用酶法检测#试剂盒为北京利

德曼生化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检测均在
*?)(=]>2]A-#

型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

@,C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采用
(e8

表示#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随着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病程的发展#

!9

的水平升高#慢

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血清
K̂

H

水平也呈上升趋势#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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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血清
K̂

H

水平与

!!!

其临床分期关系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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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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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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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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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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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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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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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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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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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H

是一种含硫氨基酸#来源于蛋氨酸代谢(

-

)

'

K̂

H

是人

体蛋氨酸转甲基后形成的中间代谢产物'

K̂

H

代谢有
+

条途

径!$

"

&叶酸作为甲基的供体#在蛋氨酸合酶催化下#通过再甲

基化重新合成蛋氨酸#蛋氨酸合酶需要维生素
\

"+

作辅酶'$

+

&

在
'

C

胱硫醚酶合酶催化下#

K̂

H

和丝氨酸缩合成胱硫醚'然后

代谢裂解为半胱氨酸和
&

C

酮丁酸#这两种反应过程都需要维生

素
\

A

作为辅酶'人体每日产生
K̂

H

约
"D

"

+#

!

@<'

"

?

#其大

部分在细胞内分解代谢#仅有约
",D

!

@<'

"

?

或更少的
K̂

H

释

放到血浆中#经肾脏的摄取和代谢可清除血浆中
+

"

/

的

K̂

H

(

D

)

,

目前对
K̂

H

的致病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

点!$

"

&产生超氧化物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改变凝血因子活性#

增加血栓形成倾向#使小动脉血管易于栓塞'$

+

&促进血管平

滑肌细胞增殖#参与粥样硬化形成'$

/

&其活化形式可促进血

小板聚集#并可与载脂蛋白
\

形成致密的复合物#易于被血管

壁巨噬细胞吞噬#引起血管壁脂肪堆积'$

-

&谷胱甘肽是一种

重要的抗氧化剂#它能防止很多细胞成分的氧化或其他损害#

并能维持维生素
[

的还原状态%另外#谷胱甘肽与一氧化氮相

互作用#对血管产生保护作用'

K̂

H

干扰谷胱甘肽的合成#从

而对机体造成危害'$

D

&影响体内的转甲基化反应#

K̂

H

浓度

的升高会影响体内许多甲基化过程#甲基化能力的降低影响细

胞的发育*分化#这可能是
K̂

H

致病的关键因素(

AC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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