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脉血检测能正确地反映患者实际情况#而静脉血内各种成分不

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抽出的血液不混杂组织液#各种成分与

体循环血液比例相当#能更加真实反映全身循环血液的情况'

静脉采血比较适用于用血量较大的血液分析仪#静脉采血

管还可以自动进样#避免了末梢血只能手动进样带来的随机误

差#使操作更标准化)

'-&''

*

#且静脉血标本可重复检测#便于复

查#重复性好'本研究通过首次检测后
-+,

(

'+-

(

*+-

(

,+-B1

个时间点进行重复检测
/N

比较分析#静脉血的结果比末梢血

更加稳定'究其原因可能是静脉血相对来说取血量更大#不容

易造成标本的挥发#以及混匀时在管口的黏附引起红细胞的损

耗'计数项目
d!N

(

c!N

(

K̀

(

Ǹ;

和
/#;,

项出现了差异#

末梢血的结果较静脉血的结果偏低#以上原因对
.NV

(

.Ǹ

和
.Ǹ N*

项计算项目的影响较小#所以两者的差异较小'

另外#末梢采血患者采血时紧张(情绪变化(局部瘢痕(应激反

应(疾病影响(外界环境变化和操作者在采血时进针深度不够

等原因#使末梢血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血细胞自动分析仪在国

内快速得到广泛使用#为了使血细胞分析检测达到真正的全自

动便于质量控制#国内曾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呼吁要推广静

脉血的应用)

')

*

#这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重要条件'随

着高精密度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普及#应该提倡用静脉血作

为血细胞常规分析的标本)

'*&'6

*

#这样好的仪器才能发挥它的

性能#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检验'

综上所述#随着各种类型血细胞分析仪广泛运用于血细胞

分析的临床检验工作中#为提高结果准确性和检测结果的稳定

性#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更好地发挥仪器的优势#为临床提供

可靠的结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笔者认为应积极推广采

用静脉血取代末梢血的采样方式用于血细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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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四川江油地区儿童全血微量元素缺乏调查分析

王军文!陈
!

卫!吴娜娜!曹小春

"四川江油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江油
6)'0--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近
*

年四川江油地区儿童体内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素缺乏情况!为该地区儿童合理补充微量元素提

供依据&方法
!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对
'11--

例儿童全血进行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素检测!并按
-

%$

'

岁'

'

%$

)

岁'

)

%$

*

岁'

*

%$

1

岁'

1

%

')

岁
,

个年龄组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近
*

年四川江油地区儿童体内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

素缺乏率分别为
*+6[

'

16+3[

'

'+1[

'

*6+-[

!

-

%$

1

岁与
1

%$

')

岁各微量元素缺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01'

!

"

$

-+-'

$#

-

%$

)

岁
)

%$

1

年龄组锌元素缺乏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6+)0'

!

"

$

-+-,

$#

-

%$

*

岁与
*

%$

1

铁元素缺乏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

"

$

-+-,

$&结论
!

近
*

年四川江油地区儿童体内铜'锌'镁'铁
1

种微量元素缺乏普遍存在!以锌'

铁缺乏最为普遍&

关键词#江油地区#

!

儿童#

!

微量元素

!"#

!

'-+*363

"

7

+899:+'60*&1'*-+)-',+))+-61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0*&1'*-

"

)-',

$

))&**,1&-)

!!

微量元素是人体正常身体健康活动所必需的营养成分#对

人的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少年儿童因身体生长

发育快#微量元素消耗较大#由于饮食结构不合理#厌食#偏食

等原因#极易导致微量元素缺乏或超量#从而引起发育不良#影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T#AK.>4

!

U<=>JK>E)-',

!

V<G+*6

!

U<+))



响身心健康)

)

*

'为了解近
*

年江油地区儿童体内微量元素的

水平#为本地区制定儿童补充微量元素方案提供依据#本文对

近
*

年来江油地区
'11--

例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结果进行了统

计分析#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对
)-''

%

)-'*

年在江油市人民医院进行健

康体检的
'11--

例
-

%

')

岁儿童的微量元素检测结果进行分

析#并按照
-

%$

'

岁(

'

%$

)

岁(

)

%$

*

岁(

*

%$

1

岁(

1

%

')

岁划分为
,

个年龄组#并进行统计分析'

C+D

!

仪器与试剂
!

北京博晖创新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 ,'--;

型全血多元素分析仪#

!̀ ,'--;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

专用稀释液$批号
'-''''1

&(标准品$批号
'-0-)'1

&及质控品

$批号
''--1'*

&'

C+E

!

检测方法
!

用标准合格的微量移液器吸取肝素锂抗凝全

血
1-

"

#

#加入含有
'+)J#

稀释液的稀释管#充分混匀#每次

试验前均用标准物质定标#得出合格曲线#测定质控品#质控在

控后#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进行检测#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

进行检测'

C+F

!

判断标准
!

微量元素生物参考区间由北京博晖创新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全国
'-'6--

例健康

人末梢血中各元素水平#采用百分位数法确定'铜!

''+(

%

*3+*

"

J<G

"

#

%锌!

-

%

'

岁
,(

%

'--

"

J<G

"

#

#

'

%$

)

岁
6)

%

''-

"

J<G

"

#

#

)

%$

*

岁
66

%

')-

"

J<G

"

#

#

*

%$

1

岁
0)

%

'*-

"

J<G

"

#

#

+

1

岁
06+,

%

'0-+-

"

J<G

"

#

%镁!

'+')

%

)+-6

"

J<G

"

#

%铁!

0+,)

%

''+()

"

J<G

"

#

'低于生物参考区间为微量元素缺乏#高

于生物参考区间为超量#在生物参考区间内表明微量元素水平

正常'

C+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结果
!

'11--

例儿童中#铜(锌(镁(铁

的缺乏率分别为
*+6[

(

16+3[

(

'+1[

(

*6+-[

'见表
'

'

表
'

!!

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结果(

.

$

[

%)

项目 缺乏 正常 超量

铜
,'0

$

*+6

&

'*6--

$

31+1

&

)(*

$

)+-

&

锌
6013

$

16+3

&

61*3

$

11+0

&

')')

$

(+1

&

镁
)-*

$

'+1

&

'*3-1

$

36+,

&

)3*

$

)+'

&

铁
,'(6

$

*6+-

&

0,,,

$

,)+,

&

'6,3

$

''+,

&

表
)

!!

不同年龄组微量元素缺乏率(

.

$

[

%)

年龄组$岁& 铜 锌 镁 铁

-

%$

' 3*

$

*+'

&

)),)

$

61+)

&

16

$

'+,

&

'1'0

$

10+'

&

'

%$

) ()

$

)+3

&

'*-3

$

,6+(

&

)6

$

'+)

&

3,'

$

1'+*

&

)

%$

* 63

$

)+6

&

3(6

$

16+*

&

,'

$

)+1

&

3-)

$

1)+*

&

*

%$

1 0*

$

*+-

&

'-)'

$

1)+1

&

*,

$

'+1

&

(*6

$

*1+*

&

1

%

') )--

$

1+1

&

''('

$

)6+'

&

1*

$

-+3

&

'-)6

$

))+0

&

合计
,'0

$

*+6

&

6013

$

16+3

&

)-*

$

'+1

&

,'(6

$

*6+-

&

D+D

!

不同年龄组微量元素缺乏率
!

不同年龄组微量元素统计

结果显示#

-

%$

1

岁儿童#锌缺乏率在
1)+1[

%

61+)[

#其中

-

%$

'

岁儿童锌缺乏率最高#占
61+)[

%铁缺乏主要集中在

-

%$

1

岁儿童#缺乏率在
*1+*[

%

10+'[

'

-

%$

1

岁与
1

%$

')

岁各微量元素缺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01'

#

"

$

-+-'

&%

-

%$

)

岁与
)

%$

1

岁年龄组锌元素缺乏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56+)0'

#

"

$

-+-,

&%

-

%$

*

岁与
*

%$

1

铁元

素缺乏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

"

$

-+-,

&'不同

年龄组微量元素缺乏率见表
)

'

E

!

讨
!!

论

由于机体对微量元素的需要量极微#所以容易产生超量或

供应量不足#本文仅对近
*

年江油地区
'

%

')

岁儿童全血微量

元素缺乏程度进行分析#为本地区卫生保健单位给儿童科学合

理补充微量元素提供依据'

锌是机体内金属酶的组成成分#这些酶在参与组织呼吸(

能量代谢及抗氧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

%儿童缺锌可引起

食欲减退或异食癖#生长发育停滞#长期缺锌甚至可导致侏儒

症)

1&,

*

'本研究显示本地区
'

%

')

岁儿童锌缺乏率占
16+3[

#

其中主要集中在
-

%

1

岁儿童#其中
-

%$

'

岁儿童锌缺乏率达

到
61+)[

'铁作为人体必需的元素#主要用于合成血红蛋白#

进而合成各种含铁蛋白质)

6&(

*

#本研究显示本地区
-

%

')

岁儿

童铁缺乏率为
*6+-[

#其中主要集中在
-

%$

1

岁儿童#缺乏

率在
*1+*[

%

10+'[

'以上结果可能与婴儿期食物以乳类为

主#膳食结构单一#导致缺乏富含锌(铁食物的摄入#以及婴儿

肠道对锌(铁的吸收不良有关)

3&'-

*

'整体分析显示
,

个年龄组

儿童锌(铁缺乏率均较高#且多为
)

种元素同时缺乏#其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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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进行合理补充#以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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