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小时内可导致死亡+本组死亡
#%

例中有
?

例均在伤后
?B

内死亡#主要致死原因为严重的全身复合伤及休克+$

!

%易漏

诊+腹部创伤的特点是损伤部位多#伤情重#部分患者不能自

诉病情+在某些情况下为闭合性腹部损伤与全身其他部位开

放性损伤同时存在#多部位,多系统的创伤同时存在#明显损伤

与隐蔽伤同时存在+如合并严重颅脑损伤的昏迷患者#在不同

程度上掩盖了腹部症状及体征(严重胸部损伤的患者#可能伴

有腹部的损伤+所以若只注意一般损伤或明显损伤#不严密观

察病情变化#忽视内脏损伤#或医生缺乏对腹部多处创伤的认

识和经验#极易造成漏诊#使伤员失去抢救的机会#这是抢救腹

部创伤中需要注意的实际问题+$

?

%腹部创伤术后并发症和

感染率高+严重腹部多发伤后#机体防御功能降低#伤口污染

严重#治疗中各种管道较多#故并发症多及感染发生率高)

?

*

+

腹部多脏器的损伤#易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早期由于腹腔污

染严重#易出现肠间脓肿,膈下感染,肠瘘,中毒性休克等+后

期可因各种导管的逆行感染#加上机体抵抗力降低#易发生败

血症+$

>

%治疗顺序上的特点+由于腹部多处创伤时各脏器损

伤的程度不同#或合并有全身其他部位的损伤#因此#在治疗上

应优先处理危生命的损伤部位+在手术治疗中也存在治疗顺

序上的问题#如有脾脏损伤大出血同时有空腔脏器损伤#应先

处理出血问题+本组曾有
!

例颅内出血合并腹部损伤,严重骨

折#均收入脑外科后发现腹内脏器损伤#先行开腹手术#后接着

行开颅手术#病情平稳后转骨科#

!

例患者均恢复良好+

/L/

!

抢救体会
!

$

#

%建立多科室相互协作创伤抢救小组#由

普外科,急诊科,综合重症监护病房,麻醉手术室共同执行+一

旦有危重患者#由主治医生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做好抢救准备工

作#或组织人员到现场抢救+其次经常检查抢救器材的完好情

况和及时配备抢救药品+主管医生实行
%?B

值班+一般说

来#遇到复杂问题#及时通知上级医生#组织有关人员会诊解决

问题+$

%

%腹部创伤合并有颅脑损伤或胸部损伤#保持呼吸道

通畅及充分给氧很重要+必要时可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有

呼吸衰竭者还可应用呼吸机辅助呼吸#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氧供

应#避免或减轻各脏器的继发性损害+$

!

%积极有效地纠正休

克#低血容量性休克主要病理变化为有效循环血量的严重不

足#因此恢复有效循环血量非常重要+$

?

%紧急情况下重点检

查#对腹部损伤患者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及体征判断有无腹腔内

脏器官损伤+实质脏器破裂主要表现为失血性休克+空腔脏

器破裂则以腹膜刺激征,膈下游离气体为特点#简易而可靠的

腹腔穿刺往往起决定作用#借助腹部平片或其他检查可以明确

诊断+$

>

%根据病情应尽早行剖腹探查#经积极抗休克治疗后#

若血压相对平衡#根据检查结果#制订手术方案#行手术探查+

若经大量补液及其他抢救措施#血压仍不上升#要考虑到腹腔

有大出血的可能#要在抗休克治疗的同时#积极行剖腹探查+

$

"

%详细检查是否合并其他科情况#是否需要同时手术+本组

%#>

例腹部创伤患者中#合并颅脑损伤
!

例#

!

例患者腹部手术

后行开颅手术#有
>

例合并胸部损伤患者同时行开胸手术+在

R

例合并膈肌损伤患者中#有
#

例左侧膈肌术中漏诊至术后出

现膈疝死亡+术前详细检查及术中系统探查是挽救患者不可

缺少和最基本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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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钯作改进剂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尿中铅

荀
!

晔"江苏省建湖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8$$

#

!!

"摘要#

!

目的
!

建立比重校正
.

氯化钯作改进剂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直接测定尿中铅的分析方法%方法
!

尿样

不进行消化处理!采用比重校正
.

氯化钯作改进剂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直接测定尿中铅的含量%结果
!

尿样用氯化钯

等体积稀释!方法的线性范围为
$

!

"$

.

I

*

)

!回收率
-8L!U

!

#$"L#U

!精密度为
%L#U

!

"L?U

%结论
!

此法快速$

简单$回收率高!适用大规模样品的测定%

"关键词#

!

尿铅&

!

氯化钯&

!

石墨炉原子吸收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N

文章编号$

#"8%.-?>>

"

%$#%

#

$#.$$R?.$%

!!

尿中铅的含量可以反映人体接触铅的水平#对铅中毒的诊

断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尿铅的测定常用的方法!双硫腙法,火

焰法,示波极谱法,氢化物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石墨炉原子吸收

光谱法等)

#

*

+前者灵敏度低#干扰较多#样品需消化#操作繁

琐(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灵敏度高#尿样不需消化#经加入基体改

进剂适当稀释即可测定+本文采用氯化钯作改进剂石墨炉原

子吸收直接测定尿中铅)

%.!

*

#提高了灵敏度#省去了繁琐的样品

消化#适合于大样本样品分析的特点+

$

!

材料与方法

$L$

!

仪器与试剂
!

//8$$!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铅空芯

阴极灯$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热解
"

层平台石墨管+

微量移液器!

>

!

>$

.

)

(

%$

!

%$$

.

)

(

%>$

!

#$$$

.

)

)

&BC<3=

#

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

+/*Y

4

5<C

7

%

超纯水器

$美国%!超纯水电导率
#RL%

8

/

D3

T#

(尿比重计(

%L$3)

带盖

塑料离心管+硝酸#优级纯(氯化钯改进剂!称取
$L!

I

氯化钯

$分析纯#上海精细化工材料研究所%#加微热溶于约
!$3)

王

水中#用纯水稀释至
>$$3)

#该溶液钯浓度为
%$$3

I

,@

"

>$$

3)

(铅标准溶液$中国计量测试所研制%!

#3

I

"

3)

#用
#U

P(0

!

稀释至
$L%3

I

"

)

铅标准应用液+所用器皿均用
#X#

硝酸浸泡过夜#用纯水洗净晾干+

$L/

!

尿样的采集和保存

$L/L$

!

尿样收集在广口聚乙烯塑料瓶$经
#X#

硝酸浸泡过夜

/

?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9=1L-

!

(=L#



除铅处理%+取少量尿液测定比重后弃去+用
>$3)

量筒取

尿样#尿比重计测定#比重小于
#L$#$

或大于
#L$!$

的尿液不

宜供测定用+剩余尿样按
>$$3)

尿加入
#3)

硝酸酸化防

腐#冷藏保存+若样品不能及时分析#

%

!

Rc

冰箱保存#

#

周内

分析+

$L/L/

!

标本来源
!

%$$-

!

%$#$

年对本地区蓄电池厂作业工

人尿铅检测+

$L'

!

尿铅标准曲线的制备
!

取
>

支
%L$3)

带盖塑料离心

管#按表
#

配制铅的标准系列+混合均匀后#按表
%

的仪器工

作条件测定+将各管的吸光度$峰高%减去空白的吸光度后#与

铅浓度绘制标准工作曲线+

表
#

!

尿铅标准系列

项目
$ # % ! ?

铅标准应用液$

3)

%

$L$$ $L$" $L#% $L#R $L%?

基体改进剂$

3)

%

$L?$ $L!? $L%R $L%% $L#"

正常人尿$

3)

%

$L?$ $L?$ $L?$ $L?$ $L?$

铅含量$

.

I

"

)

%

$L$$ #>L$$ !$L$$ ?>L$$ "$L$$

$L1

!

仪器分析条件
!

仪器条件!波长
%R!L!G3

(光学带宽
$L%

G3

(灯电流
%3/

(氘灯电流
-$3/

+石墨炉工作条件!氩气

内气流
%$$3)

"

3:G

#外气路
#L>)

"

3:G

(氘灯扣背景(手动进

样#进样量
#$

.

)

+

表
%

!

石墨炉升温程序

步骤 步骤名称
起始温度

$

c

%

终止温度

$

c

%

升温时间

$

3:G

%

内气路 模式

#

干燥
>$ #%$ ?$

打开 功率

%

干燥
#%$ #%$ #$

打开 功率

!

灰化
#%$ 8>$ #$

打开 功率

?

灰化
8>$ 8>$ #$

打开 功率

>

灰化
8>$ 8>$ !

关闭 功率

"

原子化
%%$$ %%$$ >

关闭 功率

8

清除
%!$$ %!$$ !

打开 功率

R

冷却
$ $ !$

打开 功率

$L2

!

尿样分析
!

分析前取出尿样自然升至室温#摇匀后$注意

不要起过多泡沫%吸取
$L?3)

入
#L>3)

塑料离心管#加入

$L?3)

基体改进剂#摇匀后#取
#$

.

)

进样分析+

/

!

结
!!

果

/L$

!

方法的线性范围和检出限
!

尿样用等体积的基体改进剂

稀释所得的尿铅标准曲线#尿铅的浓度在
"$

.

I

"

)

以下时与其

吸光度呈线性关系+

5W$L$$#8%BX$L$#>>

#相关系数为

$L---R"

#检出限为
%L$

.

I

"

)

$空白溶液测定
#$

次的
!

倍标准

偏差所对应的浓度%+

/L/

!

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

取
!

份尿铅浓度不同的尿样连

续测定
"

次#测得变异系数分别为
%L#U

!

"L?U

$表
!

%+分别

取尿铅浓度
8L?8

和
#"L%>

.

I

"

)

的尿样
"

份#各加入铅
#>

,

!$

,

?>

.

I

"

)

做回收实验#结果在测定范围内#方法回收率为

-8L!U

!

#$"L#U

#见表
?

+

表
!

!

精密度试验%

'W"

'

尿样品
测定结果$

.

I

"

)

%

# % ! ? > "

3

%

@ ]*Q

$

U

%

# 8L!> 8L"R 8L>% 8L?> 8L"$ 8L%$ 8L?8 $L#" %L#

% #>L>> #"L?> #8L"$ #>L$> #8L$# #>LR-#"L%"$LR8 >L!

! !>L%? !8L?> !"L?R !?L?$ !-L>$ !%L!$!>L-$%L%- "L?

表
?

!

回收率试验

尿铅浓度$

.

I

"

)

% 加标量$

.

I

"

)

% 测得值$

.

I

"

)

% 平均回收率$

U

%

8L?8 #> %!LR> #$"L#

#"L%> !$ ?>L$% -8L!

8L?8 ?> >#L>$ -RL%

'

!

讨
!!

论

'L$

!

灰化温度的选择
!

为了选择仪器的最佳灰化条件#本文

研究了尿样的灰化温度#由于钯改进剂可与铅形成稳定的络合

物#不易在灰化过程中损失#因此灰化温度可提到
#%$$c

#在

此灰化温度下#尿样中大部分干扰成分被清除+

'L/

!

石墨管的选择
!

尽管在线引林)

?

*的方法中建议将测尿铅

的石墨管用钼酸铵处理#使之形成
V='

涂层#可改善尿铅的分

析条件并提高灵敏度#但若使用热解
"

层石墨管时可无需做任

何处理#本文建议做尿铅分析时使用热解
"

层平台石墨管#不

仅改善尿铅的峰型而且有利于降低基体干扰+

'L'

!

基体改进剂的选择
!

改进剂可改变待测元素对温度的稳

定性#提高其挥发温度#促进基体成分的挥发#排除干扰素物

质+常用于尿铅的改进剂有磷酸铵类和钯盐+前者灰化温度

>$$c

左右#不能完全消除复杂成分的干扰+本文采用氯化钯

为基体改进剂+

'L1

!

方法的线性范围和检出限
!

本方法可测定
"$

.

I

"

)

以下

的尿样#对高浓度铅接触者以及驱铅患者的尿铅测定#可将尿

样稀释后测定+

用氯化钯作改进剂石墨炉原子吸收直接测定尿中铅#可省

去样品消化步骤#操作简单#回收率高#背景干扰小#结果准确,

可靠#适合用于职业接触人群中大样本的尿铅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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