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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皿清中痕量铬
、

锰的分析化验提供 了; 个宜接
、

快健且准确的方法
。

采甩 <8 盐处
理石呈管及−

,

=2 =平 台管
,

以克服血蚕玩的严重干扰
>

对浪承呱和? 8的像予化行为进行 了较

系统的研究
>

并健椒与. 8的水标钱校企曲线和血样标难加入曲线斜率比近似于 ‘ ,

从而进一

步简化了步骤
>

本法对班清中∗≅, Α 的特征质蚤与检侧限分别为 # > ∀ #Β Χ Δ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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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室正在应用此践对 心血骨疾病的枯球诊

断
,

在保定地区医院的合作下进行探索
。

本文较系统地研究了人血中铬
、

锰含量
,

其目的在于为Η肠床医学工作者提供一个可信

赖的诊断手段和治疗依据
>

这两种微量元素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理功能
>

锰对碳水化合

物
、

脂类的体内代谢以及人类生育繁殖都是必不可少的
〔” ,

锰的缺乏和过量都会 导 致

机体失调
Ι “ ’>

铬的长期缺乏可导致冠七病
,

体内正常钓铬含量可以保证糖代谢的 正 常

功能
,

防止糖尿病
‘“ 〕>

然而微量元素
,

特别是血中锰
、

铬等的正常生理浓度均在极小的 Β Β 7级 范 围 内 波

动
,

因而从临床的角度出发
,

必琢确保侧定的谁确性
>

准确的数据不仅对观察病情和治

疗是重要的
,

而且对早期诊断和预防更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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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作
ϑ

血番制备
Φ 由保定地筐医院供丽

,

用晕窥法取血清叠争石英管中
,

在 Γ ℃冰箱内保

存
> Ξ

测熟
>

以 Ε
>

# Ζ + Φ ΜΙ 2 ≅ Υ 一

 Ε Ε  Φ  稀释血清
,

直接进样侧定
>

∗ ≅ , . 8分别为 #私Η,

公食川
,

褪眸面积形式记录积分吸光度 9,
Φ

:
>

很据水溶液标准曲线
,

直接 对 照 计 算 含

量
>

原子吸收条件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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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化沮魔的选择

分别以∃ % & & ∋ ( � , ∃ ∀& & ∋ ) ∗ ,

进样! ∀拌+
。

原子化温度( � # , −∀℃
, ) ∗ # . ∀ ∀℃

,

分别

用热解有墨管 /( �0 和1’2% 2平台管 / ) ∗ 0
3

不断改变灰化温度
,

测定积分吸光度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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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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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溶液在恒定灰化温度 王!肋℃ 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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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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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子携选择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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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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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 . ∀吞微机处理站) 9 :显示攻寨原子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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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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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2 Β Β 7 ∗ ≅ 配制标准系列
,

绘制工作曲线
>

. 8的工作曲线在相当广的范围 9 Ε 一ΓΕ Β Β7: 内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

以最小 二 乘

法处理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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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浓度大于 � Β Β 7 时工作曲线逐渐

弯曲
>

为了扩大∗ ≅ 的侧试范围
,

可以采用小体积 9Ω Θ Η: 进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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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Β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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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案千扰实验
血清中与微量元素共存的宏量元素主要有% , , Ρ , . “,

毗
,

以
·

为不愉验方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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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Ε Β Β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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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Ρ ?Η 不干扰测定
>

所以我们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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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蒸发原子化
,

并采用峰面积积分方式记录
,

成功地消除了几种共存宏量 元 素 的 干

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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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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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所报导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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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较理想地克服血基质中有机钧和无机 熬的 干 抚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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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溶液校正曲线和血清标准加入曲线的斜率相当好地互相吻⋯合
,

不论从伦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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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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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直接法与标准加入法测得的血样浓度也同时互相吻合
>

因此
,

这样的条件的创

造使本法可以直接应用水标液校正曲线进行血样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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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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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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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
,

本项工作为血清中微量元素 . 8 ,

∗ ≅
的测定

,

提供了
,

一个准确
、

快速和直松的

测定手段
>

可望能在医疗单位化验工作中发挥作用
>

下文所用血样由保定地区医院陈世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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