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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地区成人尿砷和发砷正常值

及其相关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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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不同地理环境尿砷
、

发砷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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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间尿砷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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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冀东地区成人尿砷和发砷的正常含量及二

者的相关关系
,

我们于 1 9 90年对此进行了探讨
,

现报

告如下
。

1 对象及方法

1
.

1 人员选择 该地区平原
、

山 区和沿海居住两年以

上无砷接触史
、

身体健康的机关干部
、

教师
、

学生和

农民 300人
,

平均年龄 34
.

6岁 ( 18~ 6 0岁 )
。

1
.

2 采样方法 尿砷取一次晨尿
,

发砷取贴枕部头发
。

1
.

3 分析方法 用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 银 比 色 法

( D D C
一

银法 ) 分析
,

仪器用 7 21 型分光光度计
,

样

品回收率为 9 7
。
4%

。

1
.

4 计算方法 正常值用百分位数法
,

尿砷用 拼m o l /

L ,

发
1

砷用 川 g / 10 09表示
。

2 结 .

2
.

1 1 72 份尿样和 17 7份发样其测定值范围分别为 ( 0

一 2
.

3 9 7 )和 ( 0 ~ 0
.

0 5 0 )
,

并呈偏态分布
,

详见表 1
。

表 1 冀东地区正常人尿
、

发砷的几个统计指标

1 8~ 3 0

3 1~ 4 5

4 6~ 6 0

1 8~ 3 0

3 1~ 4 5

4 6~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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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砷尿发

项 目 例数 范围 上 限 值
5 0% 9 5% 9 9%

尿碎△ 1 7 2

发 砷八八 1 7 7

0 ~ 2

0 ~ O

3 9 4

0 5 0

0
.

3 9 9 1
.

4 6 3 1
.

9 95

0 0
.

0 3 8 0
.

0 5 0

A 单位为 “
mo l/ L

, ` 八单位为 m g l/ 。 g0
,

下同
。

2
.

2 尿砷和发砷在男女之间未见 显著性差异
,

见表 2
。

表 2 尿砷
、

发砷的男女差异情况

项 口 性 别 例致 G t P

2
.

3 处在不同地理环境 (平原
、

山区
、

沿海 ) 的人群

其尿砷和发砷值均未见到显著性差异
,

见表 3
。

2
.

4 不同年龄组 ( 1 8~ 3 0
,
3 1~ 45

, 4 6~ 6 0岁 ) 之间的

尿
、

发砷亦未见到显著性差异
,

见表 4
。

2
.

5 对来自 49 个人的 49 对尿砷发砷值进行二者相关关

系分析发现其相关系数较小 ( r = 。
.

2 8 09)
,

经显 著性检

验未见有显著差别 ( P > 0
.

05 )
。

3 讨论

关于各地区尿砷正常值 已有些报 道
。

四 川 有 人

用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光谱测定尿砷 95 % 上限值为

2
.

3 97 “ mo l/ L ( 1 0 5拼g / L ) ,

范围为 0
.

0 99 8~ 3
.

3 1 2 7

“
mo l/ L ( 7

.

5~ 24 知 g / L ) , 湖南湘潭某学者用 D D C
-

银法测 1 12 人发砷
,

范围为 0一 3
.

66 功g / 1 0 09
,

95 %

上限值为 2
.

4 om g l/ 。。g
。

由此可见
,

因饮食习惯
、

地理环境
、

检测方法等因素影响所致尿
、

发砷差异也

较大
。

现多认为沿海地区多食海产品可对人体内的尿

砷和发砷含量有明显的影响
.

从本次检查亦可见到沿

海地区发
、

尿砷均值略高于 山区和平原
,

但未见有显

著性差异 ( P值均大于 0
.

0 5)
。

另外尿砷和发砷之间亦

未见到显著相关关系 ( r = 。 .

2 809
,

P > 0
.
0 5 )

。

与兰州

某人报道的张掖地区 二者相关系数 (r = 。 .

909
,

P <

0
.

05 ) 相差较大
。

我们认为可能是本调查的样本不够

大所致
.

建议本地区尿砷正常值为 1
.

45 “
mo l/ L ,

发

砷正常值为 0
.

04 n lg / 10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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