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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秦皇岛地区儿童
%/4

羟基维生素
K$

检测结果分析

刘冬妹!吴红丽$

!李
!

兰!刘雅琪

"河北省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河北秦皇岛
#&&###

#

!!

摘
!

要"目的
!

检测并分析秦皇岛地区儿童血清
%/4

羟基维生素
K

$

)

%/4

"

P^

#

K

$

*的水平!指导秦皇岛地区儿童合理进行维生

素
K

补充$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保健部进行健康体检的
"%!&

例
#

!

&

岁儿童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

MVUN5

#检测血清
%/4

"

P^

#

K

$

水平!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对秦皇岛地区
#

!

&

岁儿童的血清
%/4

"

P^

#

K

$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儿童血清
%/4

"

P^

#

K

$

平均水平为"

%/,$.+Q','&/

#

#

;

(

V

!维生素
K

缺乏率为
%/,"%-

$不同性

别儿童之间血清
%/4

"

P^

#

K

$

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血清
%/4

"

P^

#

K

$

水平对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

#!新生儿&婴儿以及
$

!

&

岁学龄前儿童维生素
K

缺乏率较高$结论
!

秦皇岛地区
#

!

&

岁儿童的血清
%/4

"

P^

#

K

$

缺乏率较高!应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个体差异和发育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维生素
K$

的监测和补充$

关键词"秦皇岛地区%

!

%/4

"

P^

#

K

$

%

!

儿童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4$!+#4#%

!!

维生素
K

作为一种营养素和激素#具有广泛的生理功能*

其不仅能够对骨组织钙化以及人体内钙和磷的代谢产生影响#

同时还与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肿瘤等疾病密切

关联(

"4%

)

*维生素
K

缺乏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公共

卫生问题*婴幼儿时期是儿童骨骼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维生

素
K

缺乏极容易引发佝偻病(

$

)

*因此监测儿童维生素
K

水平

对于佝偻病的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

羟基维生素
K

$

(

%/4

$

P^

%

K

$

)是维生素
K

在人体血液循环中的重要存在形式#其

与血浆维生素
K

结合蛋白的结合较稳固#同时拥有较长的半

衰期#是评估人体内维生素
K

水平的重要指标(

!4/

)

*为了解秦

皇岛地区儿童血清维生素
K

水平#为科学合理补充维生素
K

提供有效依据#现对本院保健部进行健康体检的儿童进行血清

%/4

$

P^

%

K

$

水平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现将检

测和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保

健部进行健康体检的
"%!&

例
#

!

&

岁儿童作为调查对象*年

龄范围
#

!

&

岁之间#其中
#

!#

"

个月
"#+

例#

"

!#

$

个月

"%$

例#

$

个月至
#

"

岁
%$&

例#

"

!#

$

岁
$#.

例#

$

!

&

岁
!'#

例*纳入标准!$

"

%儿童为秦皇岛地区常住人口或居住时间在

&

个月以上&$

%

%儿童均为足月出生同时体质量符合正常标准&

$

$

%儿童及父母均身体健康#无慢性疾病史并且距离检测
%

周

内无腹泻症状*排除标准!早产'伴有代谢性或感染性疾病'甲

状腺功能异常'胃肠或肝肾功能紊乱以及服用过抗癫痫药物*

本次调查研究经所有研究对象和家属知情同意*

B,C

!

方法
!

采集空腹状态下外周静脉血
$GV

#利用酶联免疫

吸附测定$

MVUN5

%法对血清
%/4

$

P^

%

K

$

水平进行检测*本研

究中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盒购于北京博辉创新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记录所有儿童的性别'年龄'平均每天补充维生素
K

量等

一般资料*

B,D

!

判定标准
!

维生素
K

充足!血清
%/4

$

P^

%

K

$

水平在
$#

!

/#

#

;

"

V

之间&维生素
K

不足!血清
%/4

$

P^

%

K

$

水平在
%"

!

%.

#

;

"

V

之间&维生素
K

缺乏!血清
%/4

$

P^

%

K

$

水平
'

%#

#

;

"

V

&

维生素
K

严重缺乏!血清
%/4

$

P^

%

K

$

水平
'

"#

#

;

"

V

&维生素

K

中毒!血清
%/4

$

P^

%

K

$

水平在
"/#

#

;

"

V

以上(

&

)

*

B,G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N*NN%",#

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中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5Q?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

%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

比较*

B

#

#,#/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秦皇岛地区儿童血清
%/4

$

P^

%

K

$

检测结果
!

对秦皇岛

地区儿童血清
%/4

$

P^

%

K

$

水平进行检测发现#

#

!

&

岁儿童的

血清
%/4

$

P^

%

K

$

平均水平为$

%/,$.+Q','&/

%

#

;

"

V

#男童和

女童之间血清
%/4

$

P^

%

K

$

水平对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

B

&

#,#/

%#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血清
%/4

$

P^

%

K

$

水平对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秦皇岛地区儿童血清
%/4

$

P^

%

K

$

检测结果$

5Q?

%

月龄或年龄
血清

%/4

$

P^

%

K

$

$

#

;

"

V

%

男 女 总体

#

!#

"

个月
%#,'!/Q!,!"$ ".,!/"Q/,##& %#,#""Q!,'$!

"

!#

$

个月
%%,$/!Q&,%#$ ".,%'!Q!,#.& %",!'&Q/,'/'

$

个月至
#

"

岁
%&,$.'Q+,/$+ %+,./!Q!,&'& %',$!+Q',$'"

"

!#

$

岁
$#,#"%Q',%/$ %',&$$Q',$#+ %+,+/$Q',%'+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3:IV<@W9>

!

K9B9G@9?%#"'

!

T7F,$+

!

)7,%!



续表
"

!!

秦皇岛地区儿童血清
%/4

$

P^

%

K

$

检测结果$

5Q?

%

月龄或年龄
血清

%/4

$

P^

%

K

$

$

#

;

"

V

%

男 女 总体

$

!

&

岁
%%,+"+Q+,#!/ %&,$%$Q+,/!. %!,/$$Q+,$+.

总体
%/,/.&Q',/+$ %/,%+$Q',/+% %/,!&!Q',''$

R &,+"' ',#%. "",.&/

B #,### #,### #,###

C,C

!

不同年龄段儿童血清
%/4

$

P^

%

K

$

水平
!

对比不同年龄

段儿童血清
%/4

$

P^

%

K

$

水平发现#秦皇岛地区儿童
%/4

$

P^

%

K

$

缺乏率为
%/,"%-

*

$

岁以前的新生儿'婴儿以及
$

!

&

岁

学龄前儿童缺乏维生素
K

的概率较高*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段儿童血清
%/4

$

P^

%

K

$

水平#

)

$

-

%&

充足 不足 缺乏 总计

#

!#

"

个月
&

$

/,&

%

$'

$

$!,%&

%

&/

$

&#,"+

%

"#+

$

"##,##-

%

"

!#

$

个月
"%

$

.,'&

%

'"

$

/','%

%

!#

$

$%,/%

%

"%$

$

"##,##-

%

$

个月至
#

"

岁
++

$

$',%.

%

""&

$

!.,"/

%

$%

$

"$,/&

%

%$&

$

"##,##-

%

"

!#

$

岁
"#&

$

$!,$"

%

"+&

$

&#,".

%

"'

$

/,/#

%

$#.

$

"##,##-

%

$

岁
!

&

岁
&%

$

"$,".

%

%!.

$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

%

"%!&

$

"##,##-

%

D

!

讨
!!

论

!!

维生素
K

缺乏是引起佝偻病以及成年人软骨病的重要原

因#也是当前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关注的重要问题(

'

)

*此外#

维生素
K

还与细胞分化与增生'激素分泌的调节以及免疫功

能等方面存在密切关联(

+

)

*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K

缺乏能够

对儿童造成长期损害#影响儿童骨骼生长#造成骨折'骨质疏松

等多方面危害(

.

)

*因此#对血清维生素
K

水平进行检测并及

时采取应对措施对于预防因维生素
K

缺乏引起的疾病来说具

有重要意义*血清
%/4

$

P^

%

K

$

是麦角固醇以及胆固醇经过肝

脏
%/4

羟化酶作用之后产生的衍生物之一#其半衰期较长'在

血液中能稳定存在且具有较高水平#与维生素
K

代谢有着重

要关联#是反映维生素
K

水平以及诊断维生素
K

缺乏性佝偻

病的重要指标(

"#4""

)

*

随着当前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意识的提高#我国幼儿佝偻

病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但该病仍然是儿童的一种常见病#而且

北方幼儿佝偻病的发病率较高(

"%

)

*本研究通过对秦皇岛地区

#

!

&

岁儿童的血清
%/4

$

P^

%

K

$

水平进行检测发现#秦皇岛地

区儿童
%/4

$

P^

%

K

$

缺乏率为
%/,"%-

*其中#

"

岁以前的新生

儿'婴儿以及
$

!

&

岁学龄前儿童缺乏维生素
K

的概率较高*

新生儿的血清
%/4

$

P^

%

K

$

水平与母亲孕期时的维生素
K

水

平有密切关联*而本研究中新生儿血清
%/4

$

P^

%

K

$

水平较低

的原因可能是母亲孕期时未及时规律进行维生素
K

补充或接

受光照不充足*因此#新生儿面临着患佝偻病的风险*此外#

我国儿童预防性补充维生素
K

以及钙剂的时间段为自胎儿出

生后几个月至
$

岁前#

$

岁以后很少再进行维生素
K

补充#这

也可能是导致
$

!

&

岁学龄前儿童体内维生素
K

缺乏的重要

原因*针对婴儿以及早期学龄前儿童进行维生素
K

补充#有

利于降低糖尿病'佝偻病以及成年期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血清
%/4

$

P^

%

K

$

是反映血清维生素
K

水平及

维生素
K

缺乏性佝偻病的重要指标#有关机构应推广血清

%/4

$

P^

%

K

$

水平的检测#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有针对性地

进行维生素
K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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