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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地区壮、汉族５００例正常足月新生儿红细胞比容测定的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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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黄柳梅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１．输血科；２．儿童重症监护科；３．医务科，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３）

　　摘　要：目的　检测广西南宁地区壮、汉族正常足月新生儿红细胞比容（ＨＣＴ），为临床提供科学数据。方法　选择５００例正

常足月新生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微量离心法测定新生儿 ＨＣＴ，并将其结果与正常值作比较；将研究对象按民族分为壮、族组和汉

族组，并比较两组 ＨＣＴ差异。结果　本地区壮汉族正常足月新生儿 ＨＣＴ平均值为（５７．１０±０．０６）％ ，与正常参考值比较，犘＞

０．０５；壮族新生儿 ＨＣＴ与汉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本地区壮汉族正常足月新生儿 ＨＣＴ测定平均值稍高

于正常参考值；本地区新生儿 ＨＣＴ不存在民族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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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细胞比容（ＨＣＴ）存在地区性差异
［１］，但迄今尚没有正

常足月新生儿 ＨＣＴ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采用微量离心法，对

广西南宁地区壮、汉族正常足月新生儿５００例 ＨＣＴ进行检

测，旨在探讨该地区新生儿 ＨＣＴ水平与正常参考值是否存在

差异性及壮、汉两族新生儿 ＨＣＴ水平是否存在民族性差异。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在本院分娩５００例正常足月新生儿为研

究对象，其中壮族２１９例，汉族２８１例；父母均为广西南宁居

民。母亲均无肝、胆疾病，贫血，糖尿病，孕高症等疾病。婴儿

出生体质量大于２５００ｇ，平均３２７５．９ｇ，新生儿均为健康儿。

１．２　ＨＣＴ检测方法
［２３］
　采用微量离心法：检验技术人员用

肝素化毛细玻璃管采取研究对象末稍血１００μＬ，橡皮泥密封

两端，用日本 ＡＰＥＬＫＨ１２０型微量胆红素测定仪水平离心

后，用刻度读取器读取结果，记录 ＨＣＴ值。每个研究对象均

在生后第３天进行测定。温氏法：随机抽取研究对象２ｍＬ静

脉血于专用抗凝管中，充分混匀后，将全血注入温氏管至所需

刻度，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０ｍｉｎ，记录 ＨＣＴ值。微量离心法与

温氏法同步测定２３例，进行对比分析。医护专业人员负责临

床观察“母、婴”情况，收集资料记录相关信息［４］。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犘＜０．０５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３例新生儿 ＨＣＴ两法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狉＝０．８４７。本地区壮汉族 ５００ 例正常足月新生儿 ＨＣＴ

（５７．１０±０．０６）％ ，稍高于正常参考值
［５］（５５％～５８％），犘＞０．

０５。２１９例壮族正常足月新生儿（母亲年龄２７．３８岁，孕３９．１５

周，孕２产１，ＨＣＴ５７．０１％）与２８０例汉族（母亲年龄２７．７７

岁，孕３８．９９周，孕２产１，ＨＣＴ５７．１９％）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过去，ＨＣＴ检测临床上常采用温氏法测定，但由于该法具

有局限性［６７］。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ＩＣＳＨ）推荐微量离

心法为常规测定 ＨＣＴ首选方法，本研究用微量离心法对本地

区壮汉族正常足月新生儿５００例进行 ＨＣＴ检测，并将其测定

结果与经典温氏法进行比较，结果两法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

（狉＝０．８４７），这与有关报道
［８１０］相符，认为微量法操作简便、快

速、微量，精密度与准确性均优于温氏法。本研究报道了本地

区壮汉族正常足月新生儿 ＨＣＴ测定，为临床提供了科学数

据，５００例新生儿平均值为（５７．１０±０．０６）％，与正常参考值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提示本地区壮汉族正常足

月新生儿 ＨＣＴ比正常值偏高，不存在差异，而红细胞含量是

否与正常参考值有差异，有待进一步验证。

迄今尚没有壮族新生儿 ＨＣＴ的研究报道，本地区是少数

民族地区，壮族是少数民族大族，本研究壮族儿 ＨＣＴ平均值

为５７．０１％，与汉族儿（５７．１９％）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提示本地区不用考虑民族差异的因数。

总之，对存在易发病因素的新生儿常规检查 ＨＣＴ，可结合

临床诊断新生儿贫血，可作为对新生儿输血、（下转第８２４页）

·２２８·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７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７



续表１　　各组血清微量元素比较结果（狓±狊）

组别 狀 Ｃａ（ｍｍｏｌ／Ｌ） Ｍｇ（ｍｍｏｌ／Ｌ） Ｐｉ（ｍｍｏｌ／Ｌ） Ｆｅ（μｍｏｌ／Ｌ） Ｚｎ（μｍｏｌ／Ｌ） Ｃｕ（μｍｏｌ／Ｌ）

晚期妊娠组 １２７ ２．１０±０．１８ ０．９０±０．１７ １．２７±０．１８ １５．１６±６．９４ ８．１３±２．３０ ２７．１２±６．６８

对照组 １３９ ２．２８±０．０９ ０．９９±０．１３＃ １．２９±０．２０ １４．８９±６．３６ １１．８５±２．３７ １１．８７±３．８４

犉 ５２．０４ ２７．２４ ２．０９ ２．３７ ５８．６２ １７７．３５

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犘＜０．０５，与其他３组比较；＃：犘＜０．０５，与中、晚期妊娠组比较。

３　讨　　论

微量元素参与人体各种酶及活性物质的代谢、生物合成等

作用。孕期钙缺乏可导致胎儿骨骼的形成及胎盘形成受影响，

钙代谢还与妊高征密切相关［２５］，钙含量越低病情越重，及时补

钙可以减少妊高征发生，且能减少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生［６］。实

验显示随着孕龄增加，血钙浓度逐渐降低，妊娠晚期降低较妊

娠早中期严重，应及时补充钙或多食含钙饮食。

镁与钙一样，与妊高征密切相关，镁缺乏引起子宫胎盘循

环系统血管收缩，成为妊高征及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原因，孕

期补充钙、镁可预防妊高征［７８］。本实验显示妊娠早期血镁含

量与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而中、晚期妊娠血镁低于早期，中期

妊娠最低，其机制尚有待于更多实验阐明。血磷与妊高征关系

研究报道较少，李兴华等［９］报道正常孕妇与妊高征组血磷无显

著性差异，测得的各期妊娠血磷水平与健康育龄期未孕妇女无

统计学差异。铁缺乏是造成孕妇贫血最常见的原因，调查发现

血清铁与对照组并无统计学差异，可能由于多种食物均富含

铁，妊娠期妇女补铁意识强。锌对胎儿生长发育极为重要，严

重缺锌会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等［１０］。孕妇血锌低于

８．０３μｍ／Ｌ是胎儿宫内缺锌的危险指标，为补锌的标准。调查

发现随着孕龄增加，血锌含量逐渐降低，妊娠晚期最低，食物摄

入锌量不如铁量充足，妊娠期合理补充锌具有重要意义。妊娠

期铜大量动员进入血液以及高雌激素水平刺激肝脏合成铜蓝蛋

白因而使得妊娠期血铜含量逐渐增高，至妊娠末期达到高峰，所

得结果与之相符。铜增高的意义未完全阐明，但低铜可导致孕

妇胎盘功能不良、流产、早产与过期妊娠［１１］。影响胎儿神经系

统发育、胎儿生长受限等［１２］。合理补充铜需要结合妊娠中、晚

期血清铜参考区间，而此类报道少见，尚需大量实验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随着对妊娠重视，血清磷、铁缺乏少见，血锌与

血钙随着孕龄增加，含量逐渐降低，妊娠期合理补充钙锌具有

重要意义。血铜含量逐渐增高，补充铜不应以健康育龄期未孕

妇女参考区间作为补充依据，而应以妊娠中、晚期血清铜参考

区间为参考补充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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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血治疗的最可靠指标［１１１２］。而应用微量离心法测定新生儿

ＨＣＴ，既克服了温氏法用血量大，操作繁所的缺点，又避免了

仪器法在线性范围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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