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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应用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苏州地区健康儿童血清肌酐并建立参考值范围$方法
!

应用酶法测

定
&%$$

例健康儿童血清肌酐浓度!并按年龄和性别分组统计!以确立儿童血清肌酐的参考值范围$结果
!

学龄期

和青春期不同性别儿童的血清肌酐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余各期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男女不同性别组各年龄期!除婴儿期与幼儿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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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肌酐参考值为新生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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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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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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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青春期%

!&'&

!

#.'&

"

()*

&

+

$本研究的儿童各组血清肌酐参考值与其他文献报道的成人参考值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
!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儿童血清肌酐参考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故以后临床工作者针对这一特殊

人群应建立合理的参考值范围!为临床诊断和疾病预后等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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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测肌酐的方法一般为苦味酸法&化学法'和肌氨酸

氧化酶法&酶法')大多数化学法是根据
OABB<

碱性苦味酸法建

立起来的#是测定肌酐的经典方法#但受许多假肌酐物质干扰#

结果不够准确#虽然可以通过改善反应条件来加以控制#但特

异性还是不高*

"

+

)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血清肌酐#其专一性

强#准确度高#干扰物质少*

!

+

#且可以适用各种自动分析仪#也

可以用于干化学及电化学等方法#因此目前很多实验室采用了

酶法取代
OABB<

速率法*

%

+

)

化学法和酶法测定血清肌酐的参考值也被广泛研究探讨#

并确立了其参考值*

%

+

)这些参考值对于成人来说都比较成熟

适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儿童血清肌酐水平较成人要低#

这些参考值并不适用于儿童#而国内对儿童肌酐参考范围的报

道很少)因此#本文调查了苏州地区较大样本的健康儿童#对

其血清肌酐应用肌氨酸氧化酶法进行测定#以求建立本地区儿

童血清肌酐参考值范围)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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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到
!$$,

年
""

月在本院健

康体检的苏州地区儿童
&%$$

例#经全身体检#无明显肝,肾疾

病及其他影响血清肌酐水平的疾患)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按儿童年龄分期#将所有儿童分为
-

组#不

同年龄组又按性别分为男女两组)新生儿期组!

$

!

!.;

&男

%/%

例,女
%..

例'(婴儿期组!

"

!

"!

个月#男
&/#

例,女
&-!

例(幼儿期组!

"

!

%

岁#男
&"%

例,女
%..

例(学龄期前组!

%

!

/

岁#男
!,.

例,女
!/.

例(学龄期组!男
/

!

"%

岁#女
/

!

"!

岁#

男
%&"

例,女
!,!

例(青春期组!男
"%

!

".

岁#女
"!

!

".

岁#男

%"-

例,女
!,#

例)

>'?

!

标本收集
!

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

#

"?

内分离血清

并于
&?

内检测完毕)标本无溶血,脂血)

>'@

!

试剂与仪器
!

采用浙江东瓯生产的肌酐试剂盒#朗道定

值质控血清#定标液为试剂配套)仪器为日立
-/$$

型全自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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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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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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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仪)

>'A

!

测定方法
!

肌氨酸氧化酶法)按试剂盒说明书设置仪器

的测定参数#检测前用试剂配套定标液进行定标)将朗道质控

血清随标本一起测定)

>'B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ETEE"-'$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均以
IUE

表示)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所有

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男女组不同年龄段之间采用方差分析#

并进一步采用
ESV

&

E=C;<6=7S<L(A67V<C*5

'检验进行多组间

均数的比较#同组男女均数比较用
:

检验#总体参考范围由
I

U!E

算出)

?

!

结
!!

果

?'>

!

所有各组受调查的对象测得的肌酐值符合正态分布#健

康儿童血清肌酐测定值见表
"

)血清肌酐测定值与年龄,性别

的关系见图
"

)

?'?

!

血清肌酐浓度与性别的关系
!

由表
"

数据及图
"

可见#

学龄期组男女肌酐值分别为&

&!'-U-'.

'

"

()*

"

+

和&

%-'%U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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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组男女肌酐值分别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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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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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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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年龄组男女肌酐值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其余各年龄组男女肌酐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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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肌酐浓度与年龄的关系
!

由表
"

数据及图
"

可见#

同性别组肌酐值按年龄不同组进行两两比较!与新生儿期组比

较#除学龄期前组外#其余
&

组与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婴儿期组比较#除幼儿期组外#其余
%

组与之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与幼儿期组比较#其余
%

组与之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学龄期前组比较#其余两组与之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学龄期组比较#青春期组与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可见#新生儿期肌酐浓度水平较

高#其后的婴儿期和幼儿期肌酐浓度水平较低#从学龄期前开

始#肌酐浓度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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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儿童血清肌酐参考值范围的确定
!

根据以上分析#

将所有调查的健康儿童分为以下
-

组)新生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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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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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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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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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学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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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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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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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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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青

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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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儿童与健康成人血清肌酐参考值范围的比较
!

健康

儿童各组血清肌酐参考值范围和健康成人血清肌酐参考值范

围数据见表
!

#可见各组健康儿童与健康成人的血清肌酐参考

值范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健康儿童血清肌酐测定值$

IU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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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男

(

肌酐

女

(

肌酐

男女合计

(

肌酐

新生儿期组
%/% %!'%U.'. %.. %!'"U.', -#" %!'!U.',

婴儿期组
&/# !,'%U-'.

W

&-! !.'.U-'%

W

,%- !,'"U-'/

幼儿期组
&"% !.'/U/'%

W

%.. !.'#U/'$

W

.$" !.'/U/'!

学龄期前组
!,. %&'#U/'/

#

X

!/. %%'"U#'.

#

X

#// %&'#U/'-

学龄期组
%&" &!'-U-'.

$

W

#

Y

!,! %-'.U-'.

W

#

XY

/%% &$'#U.'$

青春期组
%"- &/'/U.'-

$

W

#

Y

$

!,# &"'&U.'#

W

#

XY

$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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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年龄组女性比较采用
:

检验#

$

!

"

$'$#

)同性别组各年龄段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ESV

检验!其中与新生儿期组比较#

W

!

"

$'$#

(与婴儿期组比较#

#

!

"

$'$#

(与幼儿期组比较#

X

!

"

$'$#

(与学龄期前组比较#

Y

!

"

$'$#

(与学龄期组比较#

$

!

"

$'$#

)

表
!

!

本文参考值范围与成人参考值范围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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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新生儿期 婴幼儿期 学龄期前 学龄期 青春期 叶应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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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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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肌酐水平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

!

讨
!!

论

血清肌酐浓度是临床诊断疾病的重要指标之一#特别是在

肾脏疾病方面#用以对肾功能的损害程度做出判断)成人和儿

童的体型,肌肉量,代谢水平及肾脏排泄功能的明显差异导致

了他们的血清肌酐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成人血清肌酐

浓度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体型,肌肉量等有

关系)本文对儿童不同性别之间肌酐水平作了探讨后发现#在

学龄期前#各期儿童血清肌酐浓度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这可能跟男女儿童在这一阶段体型,肌肉含量及肌酸

代谢差异不大有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生长加速且

开始进入发育期时#血清肌酐浓度在不同性别之间开始出现差

异)这可能是由于儿童加速生长后及进入发育期时#不同性别

间从体型,肌肉量及代谢水平发生了明显改变而导致的)

成人血清肌酐与年龄关系不大*

#

+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虽然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个体的肌肉也在萎

缩#使血清肌酐浓度变化不大#在女性大于
/$

岁时略有升高#

可能受女性绝经后体内激素分泌改变影响#肾小球的滤过率下

降大于肌肉的萎缩)但是儿童出生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长速

度,个体代谢水平和发育水平不同而造成不&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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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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