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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对儿童生长发育有重要意义#而微量元素的水平

随着生长发育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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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人群全血微量元素含量#探讨其不同年龄'性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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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稀释液'定标液'质控液*所有操作严格按照仪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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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元素缺乏*

?>A

"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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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各阳性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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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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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微量元素检测结果表明#男性锌'铜'铁的含

量比女性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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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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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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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微量元素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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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组锌'铁的

含量最低#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少年组锌'铁的含量高于

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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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组钙'铜的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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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微量元素缺乏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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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率以锌元

素为最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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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无镁缺乏者*男'女性少儿缺

乏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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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铁元素缺乏率随

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钙元素从儿童组开始缺乏#随年龄增大

而逐渐升高&在婴儿组#男'女性锌'铁元素缺乏率是最高的#随

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且在各年龄组中缺乏锌'铁元素的男性

均多于女性*铜元素在各个年龄组中缺乏率均极低#未见明显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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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微量元素缺乏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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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铜'铁'钙'镁等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参与调节体内

生理生化功能#是某些酶反应不可缺少的成分(

%

)

*由于检测仪

器的不一致及地区差异#很多学者对各个地区人群的微量元素

参考值报道不一致#结果缺乏可比性(

=

)

*本组结果表明#在婴

儿组和幼儿组中钙元素的缺乏率很低#说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

的改善和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均能自觉对一些常见的微量元

素及时进行补充*

锌参与多种酶的合成#锌缺乏造成儿童生长迟缓'免疫功

能下降'感染性疾病增加以及死亡率增加(

E

)

*本组中锌的缺乏

在各个年龄组的百分率最高#且各个年龄组中男性缺锌率均高

于女性#锌缺乏的发生率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研究表明#微

量元素锌等缺乏可促进胆结石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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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必要微量元素#缺铁时常产生小细

胞低色素贫血#也可导致免疫功能降低'发育延迟'胃肠道的消

化和吸收功能下降等#对于小龄儿童铁的重要性更不可忽视#

它能影响其神经系统的发育#其结果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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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中婴儿

组缺乏率高于其他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男性缺乏率均

高于女性*在少年组#铁缺乏相对普遍存在#治疗主要是去除

缺铁的病因#注意饮食补充'铁剂治疗*对铁缺乏孩子的母亲

进行指导可以增加儿童的铁贮备从而预防铁缺乏#增强其体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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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铜参与细胞呼吸#催化血红蛋白合成及胶原'弹性蛋白合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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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显示#各个年龄组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铜缺乏#

但缺乏率均较低#总体缺乏率为
">#@

*因此微量元素缺乏引

起抗氧化防御功能衰竭也许是蛋白质营养不良的病理生理基

础#对这些元素的替代治疗也许对于营养不良儿童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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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组中钙缺乏率较低#且钙元素在儿童组才开始出现缺

乏*当体内钙缺乏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不能充分利

用#导致营养不良'厌食'发育迟缓'免疫功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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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和

过量补钙也影响锌的吸收#因为各种微量元素之间存在较强的

交互作用(

""

)

*本组中各个年龄组钙的平均值在正常参考范围

内#但缺乏的儿童占
->"@

*故在
E

岁以上时#适当补钙是有

必要的(

"%

)

*镁是许多酶反应的辅助因子#参与机体骨骼中钙'

钾的代谢#本组无镁元素缺乏者*

微量元素缺乏对儿童生长发育有着多方面的长期的不良

影响#除了早期发现和干预儿童微量元素缺乏#更理想的是防

患于未然#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儿童微量元素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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