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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冷原子吸收法———碱性氯化亚锡还原法 , 对

正常人的晨尿和全日尿汞含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 晨尿与

全日尿汞含量经配对 t 检验 ,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尿相对密度校正法校正及尿肌酐校正法校正的晨尿与

全日尿汞含量比较 , 二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提示用晨尿所检测的尿汞结果可代替全日尿汞含量用来评价

汞接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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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人体尿汞水平 , 最理想的办法是测定24 h 所排出的全

部尿含量
[ 1]
。但在实际工作中 , 采集24 h 尿非常麻烦 , 同时在

收集过程中要防止尿液污染 、 腐败等问题 , 不适用于健康体检

工作。用晨尿能否代替全日尿浓度来评价人体的汞水平 , 晨尿

是否受尿液浓度的影响 , 经相对密度或肌酐校正的晨尿是否更

接近于全日尿汞浓度 , 我们对此进行探讨并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在读大学生 , 身体健康者 18 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12 名 , 女 6名 , 年龄 20～ 24岁。

1.2　方法

仪器为上海华光仪器厂生产的 F732-G 数字显示测汞仪 ,

采用 30 ml反应瓶。试剂均为分析纯。

将预先用 10%硝酸浸泡 24 h 的聚乙烯塑料瓶 , 用去离子

水冲洗干净后分别收集晨尿与全日尿 , 实验在3 ～ 4月份进行 ,

常温下送交实验室 , 当日分析。分别测定晨尿汞与全日尿汞 ,

同时检测晨尿相对密度和肌酐浓度。

尿汞测定方法:选择性还原-冷原子吸收法[ 2];尿相对密度

的测定:采用相对密度计测定法;尿肌肝测定:苦味酸法[ 3] 。

2　结果

2.1　尿汞测定方法质量控制

2.1.1　方法的回收率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 我们进

行了方法的回收率实验 , 结果见表 1 , 满足实验要求。

2.1.2　方法精密度　用同一尿样重复测定7次 , 其变异系数

为 3.64%～ 5.03%, 平均变异系数为 3.97%。

2.1.3　质量控制　本次研究的质量控制限为27.22±2.96 (20

个质控样的 x±s), 每批样品在测定过程中 , 另外加测 3个质

控标准样 , 如出现 1 个点超出质控图的质量控制限或 3 个点

连续偏向均值一侧 , 则视为不合格 , 需查明原因后重新测定。

表 1　样品回收率实验 (x±s)

实验次数 加入尿量 (μg) 回收汞量 (μg) 回收率 (%)

7 0.10 0.103±0.007 102.45±6.81

7 0.15 0.152±0.009 100.88±5.68

7 0.20 0.200±0.014 100.05±6.69

2.2　不同尿样与全日尿汞浓度比较

18例晨尿与全日尿汞浓度经个别比较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对晨尿与全日尿汞做相关分析, r =0.667 1, 相

关非常显著 (P<0.01)。将晨尿经过相对密度校正后所得的尿汞

浓度与全日尿汞浓度进行个别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将晨尿经过肌酐校正后所得的尿汞浓度与全日尿汞浓度进

行个别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详见表 2。

表 2　不同尿样式与全日尿汞浓度的比较 μg/ L

样品号 全日尿 未校正晨尿 相对密度校正晨尿 肌酐校正晨尿

1 2.25 1.52 1.90 1.58
2 0.07 0.07 0.13 0.10

3 1.52 1.52 2.76 0.96

4 1.52 1.52 3.80 1.58
5 1.52 0.80 1.60 0.73

6 0.80 0.80 2.66 0.66
7 0.80 0.80 4.00 0.55

8 0.80 1.52 2.53 0.86
9 1.52 3.70 3.45 1.27

10 2.25 2.97 2.12 1.99

11 1.52 2.25 2.81 1.81
12 0.72 0.80 0.52 0.41

13 0.80 0.80 0.62 0.29
14 0.80 0.72 0.55 0.49

15 0.80 0.80 0.55 0.31
16 0.80 1.52 2.02 1.66

17 0.80 0.80 0.57 0.38

18 0.80 1.52 1.52 0.79
t 值 1.553 5 3.023 3 3.032 5

P值 >0.05 <0.01 <0.01

3　讨论

检验汞在体内蓄积浓度测试方法中 , 留取全日尿样能较

好地反映 24 h 汞排出量 , 不受体液浓度的影响 , 又能反映出

单位体积汞含量 , 是最有代表性的尿样留取方法。在实际工

作中许多学者都希望能用晨尿代替全日尿进行汞浓度的生物

监测 , 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工作量 , 而且易于被受检者所接受 ,

又避免了一些影响尿液质量的干扰因素 , 提高了实际工作的

可行性。影响汞排泄的因素很复杂 , 晨尿与全日尿汞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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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 经本组

18 例正常人自身对照比较 ,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并且二

者相关非常显著 , 说明可以用晨尿汞浓度代替全日尿汞浓度

来评价正常人汞的接触水平 , 与陈幼霞等研究 389 例正常人

晨尿与全日尿汞比较结果一致[ 4] 。

有些物质在体内代谢的量是随液体的摄入量而变化的 , 故通

常采用相对密度或肌酐校正方法对尿液浓度进行校正[ 5] 。我们将

晨尿分别经相对密度和肌酐校正后与全日尿进行比较, 结果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说明尿汞在体内的代谢不受尿液浓度的影响, 经

校正后的结果会产生偏移, 不能代替全日尿反映机体泵汞水平。

对尿汞检测结果是否需要进行浓度的校正问题 , 目前仍未定论。

尿汞的检测方法目前还没有国家的标准方法, 各学者在研究中方

法手段不同, 但国内多数学者对尿汞检测不做校正
[ 4, 6～ 8]

。部分

资料对尿汞结果进行肌酐校正[ 9 ～ 11] , 如WHO专题组在推荐长期

职业性接触金属汞蒸气工人的个体生物限值是以μmol/mol肌酐尿

汞值为单位的[ 12];1994年国内出版的较为权威的 《生物材料中有

毒物质分析手册》 , 对尿汞检测结果要经相对密度校正[ 2] 。有关

尿汞校正的研究较少, 建议制定国家尿汞检测标准 , 并进一步加

强对正常人与接触汞工人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 1] 王 兰.劳动卫生学 [M] .第 3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90:260-262.

[ 2] 线引林 , 生物材料中有毒物质分析方法手册 [M] .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 , 1994:117-120.

[ 3] 杨正文 , 刘维群.劳动卫生检验技术 [ 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

出版社, 1986:155-157.

[ 4] 陈幼霞 , 李书隆.成都地区 389 例尿汞正常值研究 [ J] .华西预

防医学, 1987 , (2):47.

[ 5] 杨刻敌.尿中毒物排泄浓度校正方法的研究进展 [ J] .国外医学

卫生学分册 , 1992 , 4:208.

[ 6] 赵达维 , 高京敏 , 李庭俊 , 等.冷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尿汞规范

研究 [ J]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 1990, 16(4):237.

[ 7] 吴天才 , 张敏娟 , 朱勤勉.荧光灯管厂的空气汞尿汞和发汞的调

查 [ 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1991 , 9 (1):47.

[ 8] 刘其中 , 黄春英 , 周红妹 , 等.人尿中甲基 (有机)汞 、 无机汞

和总汞的分别测定方法研究 [ J]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1991 , 17

(1):39.

[ 9] 陈西贵.脱离接触氯碱后工人的尿汞排泄 [ J] .国外医学卫生学

分册 , 1994 , 21 (5):297.

[ 10] 孔杏云.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正常人及病人的汞尿 [ J] .国外

医学卫生学分册 , 1976 , (5):313.

[ 11] 刘灿虎.日本儿童尿汞浓度的影响因素 [ J] .国外医学医学地理

学分册, 1994 , 15 (2):85.

[ 12] 沈惠麒 , 顾祖维 , 吴宜群.生物监测理论及应用 [ M] .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 1996:97-99.

　　收稿日期:2005-05-15;修回日期:2005-08-15

作者简介:段虹 (1966—), 女 , 检验技师 , 主要从事职业病临
床检验和理化检验。

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健康工人静脉血细胞正常参考值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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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使用瑞士产 808血球自动分析仪 (Autolyzer AL808)

对678名健康工人静脉血细胞的正常参考值进行调查 , 结果

白细胞 (WBC)、 血红蛋白 (HGB)、 血小板 (PLT)的参考值

与末梢血均有差别。建议在没有建立静脉血正常参考值的情

况下 , 仪器法静脉血检测结果可作为大批量体检筛选用 , 异

常者用末梢血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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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性健康监护和职业病防治工作中 , 运用血液细胞

学的参数已成为职业病诊断重要的指标。 在我国已颁布的近

百项职业病诊断标准中 , 多数以血液细胞学的指标作为诊断

职业病的标准。以周围血细胞计数为例 , 过去的标准是根据

末梢血人工目测法检验结果制定的 , 近几年我国各地多采用

静脉血且使用血液分析仪检测。为探讨仪器法静脉血细胞正

常参考值范围 , 我们使用自动血液分析仪 , 对 678 名健康工

人静脉血细胞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 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受检对象的选择

选择本市居住的 678 名健康工人 , 排除了患有血液系统

疾病 、 服用对血细胞有影响的药物 、 接触有损于血液系统的

有害因素。 其中男性 398 名 , 年龄 18 ～ 57 岁;女性 280 名 ,

年龄 19～ 44岁。

1.2　使用仪器和观察项目

使用的仪器为瑞士产 808 血细胞分析仪 (Autolyzer

AL808)。观察项目有白细胞 (WBC)、 红细胞 (RBC)、 血红蛋

白 (HGB)、 血小板 (PLT)、 红细胞比积 (HCT)、 平均红细胞

容积 (MCV)、 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MCH)、 平均血红蛋白浓

度 (MCHC)共 8 项指标。

1.3　统计方法

根据统计学的文献记载 , 上述各项观察指标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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