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煮沸
&#C:;

#取下锥形瓶#冷却后#各瓶逐滴加入氨水至液体

呈柠檬黄色#再多滴加
$

滴#冷却后移入
'#CN

具塞比色管

中#定容#摇匀,

$+1+1

!

将上述溶液通过干的慢速定量滤纸过滤#弃去最初的

'CN

滤液#收集滤液于干燥的
$'CN

比色管中#于
"$#;C

波

长#用
#+'9C

比色皿#以纯水作参比#测量吸光度,

$+1+2

!

计算
!

8

$

>0

"

$i

%

VCe&###

"

2

8

$

>0

"

$i

%为水中硫酸盐$以
>0

"

$i 计%质量浓度#单位为

C

=

"

N

(

C

为从工作曲线上查得样品中硫酸的质量#单位为
C

=

(

2

为水样体积#单位为
CN

,

/

!

结
!!

果

/+$

!

精密度试验
!

将铬酸钡悬浊液改为酸性铬酸钡溶液测定

水中硫酸盐#对相同标准进行
'

次重复试验#由表
&

可见#标准

曲线相关系数
J

均大于
#+***

#相对标准偏差$

U@F

%为
#+#',

!

&+%#,

#显示该方法精密度良好#重复复性好,

表
&

!

精密度试验结果&

C

=

(

N

'

试验

次数

标准曲线的吸光度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i

U@F

$

,

%

#+)! #+#' #+#% &+%# #+** #+!$ #+!$ #+$) i

!!

注!

i

表示无数据,

/+/

!

准确度试验
!

对
'

份含有不同本底值的水样用改进后方

法进行加标回收试验以检测新方法的准确度#用加标回收率来

表示#测得其加标回收率为
*!+#,

!

*(+',

#回收率大于

*'+#,

#结果表明该方法有较高的准确性,见表
$

,

/+'

!

差异性检验
!

对
&#

份不同水样#分别用国标法和改进后

方法进行测定#结果经统计学处理#

=V&+**%

#

=

#+#'

$

*

%

V$+$!$

#

=

$

=

#+#'

$

*

%

两种方法测定出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

%#本法可以用于水中硫酸盐的测定,见表
)

,

表
$

!

样品加标回收率结果

样品编号 本底值$

C

=

"

N

%加标值$

C

=

"

N

%测定值$

C

=

"

N

%回收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

份不同水样两种方法测定结果&

C

=

(

N

'

测定方法
& $ ) " ' ! % ( * &#

国标法
)%+" !$+% $*+' ''+) %%+! $%+' *#+) ($+$ !(+" $$+%

新方法
)%+! !$+' )#+# ''+! %%+$ $(+& (*+( ($+( !(+% $)+&

'

!

讨
!!

论

硫酸盐是农饮水工程中的必检指标之一#基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在短期内要完成大批量的水质检测任务,本研究针对

国标法中试剂配制繁琐)检测过程复杂)铬酸钡悬浮液试剂加

入量难以把握等问题#简化了试剂的配制过程#减少了加热次

数#测定结果有较高的精密度和准确性#值得基层实验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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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复新治疗中小面积烧伤和烫伤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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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关键词#

!

贝复新&

!

烧伤&

!

烫伤&

!

疗效观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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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烧伤是热力$火焰)热液)热蒸气)热金属等%所引起的损

伤#在临床工作中作为一种常见病需紧急处理,目前我国对烧

伤的总治愈率达到了
*',

以上#半数死亡烧伤面积也达到了

(#,

以上#居世界领先水平,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应用贝复

新治疗烧)烫伤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

月至
!)

岁#平均
)'

岁,

$&(

例患者中门诊治疗
&#$

例#住院治

疗
&&!

例,

$+/

!

创面情况
!

烧伤类型!火焰烧伤
%%

例#热液烫伤
(*

例#

热蒸气烫伤
&!

例#电弧烧伤
$(

例#热金属烫伤
(

例,烧伤面

积!

&,

!

&#, &"$

例#

&#,

!

$#, ''

例#

$#,

!

)#, $&

例,

烧伤程度!浅
'

度
&))

例#深
'

度
!(

例#

-

度
&%

例,

$+'

!

治疗方法

$+'+$

!

局部治疗
!

先用低浓度的碘伏和生理盐水简单清创,

$

&

%清除创面腐皮#涂贝复新厚约
&CC

,前
)A

每
"

!

!7

涂一

次#保持创面有药膏湿润#以后每
(7

涂一次#每次换药时先清

除创面液化物,$

$

%创面有焦痂或深度达
-

度的创面用手术刀

采用.

)

/字耕耘法划开痂皮#以不出血不疼痛为度,主要便于

贝复新渗透入坏死组织*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3EK1AO4:;

!

D021CE1?$#&&

!

P04+(

!

D0+$&



$+'+/

!

全身治疗
!

$

&

%抗休克治疗!根据患者烧$烫%伤面积)

深度及身体状况进行补液#输入量以患者的整体情况和烧伤湿

性技术休克补液公式为根据#以平稳渡过休克期*

$

+

,$

$

%抗感

染治疗!面积在
',

以内的浅
'

度患者一般不采用抗感染治

疗,面积在
$#,

以上的深
'

度患者常应用广谱抗生素,

/

!

结
!!

果

本组
$&(

例全部用贝复新暴露或半暴露治疗#治愈率

&##,

#治疗时间最短
"A

#最长
$(A

痊愈,

*$,

患者创面新鲜

无感染#

(!,

深
'

度无瘢痕愈合,无一例行植皮术,

'

!

讨
!!

论

'+$

!

贝复新成分及功效
!

贝复新成分为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

?E.EYHY

%#

?E.EYHY

对来源于中胚层的细胞$如

上皮细胞)真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具有促进

修复和再生的作用,药理研究结果表明#

?E.EYHY

能促进细胞

分裂和分化#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加速创面的愈合,

'+/

!

贝复新作用及使用情况

'+/+$

!

创面止痛
!

患者在早期经简单清创后立即涂经冷藏保

存的贝复新#由于低温及保持创面湿润和营养肌肤的作用#使

烧伤组织保持立体的湿润环境#避免干燥损伤刺激#防止空气

对创伤的侵袭#保护疼痛末梢神经#使疼痛减轻或消失,并且

贝复新对创面无刺激性,

'+/+/

!

预防创面感染
!

主要表现为自动引流和隔离细菌的侵

入#对创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

以上深
'

度面积者#可在外

涂贝复新后用阿米卡星湿纱布外敷#增强抗感染功效,因而本

组病例未发生败血症和感染,

'+/+'

!

生理性愈合创面
!

烧伤坏死组织和代谢产物在生理的

湿润环境中进行无损伤性由表及里的液化)排除#保障创面基

底残存组织细胞向干细胞方向转化#通过激活休眠于间质细胞

中的干细胞#使之不断分裂)增殖#实现深度烧伤创面的生理性

愈合,然而#这种分裂增殖过程是有序进行的#可有效地减轻

瘢痕增生程度,

'+/+1

!

治疗方便
!

传统干性疗法需要严格的无菌)隔离和一

定的环境条件#而贝复新不需要严格的无菌条件,治疗技术方

法简单易于掌握#只要经过短期学习就能使用,因此在医生的

指导下#小面积烧伤不需要住院#在门诊或家里同样得到满意

的效果,

贝复新的以上特点使最常见的中小面积烧)烫伤治疗简单

化#使烧伤各期之间更难划分#实现了体液渗出期直接进入组

织修复期的跨越#明显缩短了病程#并有效避免或减少烧伤)烫

伤创面瘢痕形成及色素沉着或缺失#显著改善了愈合质量*

)."

+

#

给烧)烫伤患者的治疗创造了一条方便易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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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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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型半胱氨酸$

U9

@

%又称为高半胱氨酸#是一种含硫氨基

酸#在细胞内由甲硫氨酸转甲基后生成,

U9

@

可在胱硫醚缩合

酶$

O[L

%和胱硫醚酶的催化下生成半胱氨酸进入三羧酸循环

或由尿排出#磷酸吡哆醛$活性维生素
[

!

%为其辅助因子#或经

巯基氧化结合生成高胱氨酸,另外
U9

@

还可在叶酸和维生素

[

&$

的辅助作用下再甲基化重新合成甲硫氨酸#此过程需活性

维生素
[

&$

及
D

四氢叶酸作为辅助因子参与,当代谢受阻#

U9

@

在细胞内积聚并进入血液循环#进而导致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和高同型半胱氨酸尿症,外周血中还原形
U9

@

仅占
&,

#

大部分以氧化型存在#其中
(#,

!

*#,

与蛋白结合#

',

!

&#,

发生自身结合#另外
',

!

&#,

与半胱氨酸等结合形成混

合型
U9

@

二硫化物*

&

+

,乳胶增强散射比浊法测定的是血中结

合
U9

@

的含量,

$

!

检测原理

样本中的结合态
U9

@

在二硫代苏糖醇的作用下还原成游

离态
U9

@

#接着在下一步中以酶解方式转换成
L.

腺苷
.N.

同型

半胱氨酸$

L-U

%,在反应开始时加入的共轭
L.

腺苷
.

半胱氨

酸$

L-O

%与
L-U

竞争结合#竞争对象为结合了聚苯乙烯颗粒

的抗
L-U

抗体,如
L-U

存在#颗粒不聚合或仅有微弱聚合#

在样本中无
L-U

时#共轭
L-O

与结合了聚苯乙烯颗粒的抗

L-U

抗体结合#聚苯乙烯颗粒发生聚集现象,反应混合物中

L-U

的浓度越高#散射光的信号就越小#通过与已知浓度的标

准对比#计算得出结果*

$

+

,

/

!

试剂组成

/+$

!

DU9

@

试剂
!

包被有单克隆抗
L-U

抗体$鼠源性%的聚

苯乙烯颗粒混悬液,

/+/

!

DU9

@

-̀

!

加入缓冲液和稳定剂的还原剂
.

二硫代苏糖

醇和腺苷,

/+'

!

D U9

@

L̀ -

!

加入缓冲液和稳定剂的
L.

腺苷
.N.

同型半

胱氨酸水解酶,

/+1

!

DU9

@

L̀ [

!

加入缓冲液和稳定剂的
L-O

与猪甲状腺

球蛋白轭合物,

'

!

检测系统

[DX?0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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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蛋白分析系统$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3EK1AO4:;

!

D021CE1?$#&&

!

P04+(

!

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