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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微量血铅检测微分电位溶出法的建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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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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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评价用于全血血铅检测的微分电位溶出法%方法
!

按)血铅临床检验技术规范*"下称)规范*#的要求

对该方法进行评价%结果
!

微分电位溶出法检测血铅线性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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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为
)+%%%'

!检出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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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

数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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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物质检测结果准确!加标回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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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微分电位溶出法操作简单!检测快捷!准确度和精密

度均符合)规范*要求!且检测成本低廉!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关键词"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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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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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电位溶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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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对人体各系统和器官均有毒性作用#人体内铅含量超过

一定界值时即可引起铅中毒'

"2!

(

)血铅浓度反映人体内铅含

量#因被定为慢性铅中毒的诊断指标而备受重视)中国卫生部

明确规定血铅测定的基本方法是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和微分电

位溶出法'

'

(

)利用溶出法原理检测血铅的微量元素分析仪越

来越普及#实现了血铅浓度的快速*准确检测#为预防慢性铅中

毒和高铅血症的筛查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文参照卫生部相

关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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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jG#)))

型全自动微量元素分析仪进行血铅测

定#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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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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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仪器和试剂
!

jG#)))

型全自动微量元素分析仪

$济南齐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实验室自行配制氯化高汞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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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汞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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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高汞溶液用水稀释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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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标准溶液$配制方法参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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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浓度血铅标

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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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h$!

%

"

@

"

G

(购自国家标准物质中心&试验用水为去

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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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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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
!

按序用
)+&,

硝酸*纯水*碘酒*乙醇清洁

志愿受试者肘静脉处皮肤后#采集静脉血
"EG

置于含肝素钠

$肝素钠终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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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管中#充分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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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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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抗凝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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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盛有
-EG

水的

小烧杯中#加入氯化高汞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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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溶液
"+)EG

后混匀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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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预镀汞膜
!

按仪器操作条件镀汞#重复
!

次#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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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标准曲线
!

于
")EG

烧杯中加入氯化高汞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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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水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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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盐酸溶液
"+)EG

#置于仪器三电极系

统中#按仪器操作条件$见表
"

%进行测定#记录溶出峰高)然

后分次向其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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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标准溶液#使溶液中铅浓度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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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各浓度分别

进行测定#记录溶出峰高#以峰高与溶液中铅浓度作直线相关

分析#建立回归方程)

表
"

!!

仪器操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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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
!

对试剂空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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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试剂空白值标准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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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
!

对低*高浓度样品分别进行
'

次测定#测定结果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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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浓度样品检测变异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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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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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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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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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物测定
!

低*高浓度的血铅标准物质测定结果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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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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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标回收率测定
!

加标回收试验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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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标回收率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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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电位溶出法是在阳极溶出伏安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电化学分析方法#是在恒定电位下预电解富集#将待测

元素富集到工作电极上#再利用化学试剂$氧化剂或还原剂%的

氧化或还原作用使其溶出#同时记录
(;2(6

曲线#利用时间和

浓度呈正比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微分电位溶出法与阳极溶

出伏安法不同的是预电解工作电极上待测元素的溶出不依赖

因电压作用而引起的氧化还原反应#而是通过断开工作电极上

的恒电势#依赖化学试剂$氧化剂或还原剂%的氧化或还原作用

使其溶出#溶出过程中没有电流流过工作电极#对样品溶液中

存在的电活性物质的干扰不敏感#因此样品不消化完全即可进

行测量)由于溶出信号进行了微分处理#灵敏度大大提高#对

浓度很低的痕量元素也能测定)血铅检测利用的是微分电位

溶出分析原理#血铅试剂把与红细胞结合的铅#在特定条件下

分离出来#再将游离状态的铅富集到工作电极上#然后利用试

剂中的氧化剂的氧化作用使其溶出'

#

(

)本文利用微量元素分

析仪检测血铅#方法线性范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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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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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低*高浓度样品检测变异系数小于
-,

&加标回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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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

(

&精密度和准确

度均符合0规范1要求)人体血液基质成分复杂#血铅测定过程

很易受干扰)0规范1中血铅检测的另一种方法为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该方法可消除基质干扰#但需要进行开机预热处理及

其他相关前处理'

")

(

)本法不仅可消除血液基质的感染#无需

对血液样品进行前处理即可直接测定#样品处理步骤简单#且

仪器可自动进行校正*样品检测和清洗#不仅节约了检测成本#

而且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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