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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血清碱性磷酸酶参考区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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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不同年龄段表观健康儿童血清碱性磷酸酶"

&"Z

$的参考区间%方法
!

严格筛选北京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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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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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9

例表观健康儿童"

,

#

'*

岁$!其中男
'0.0

例!女
'**.

例%将所有筛选儿童根据年

龄分为
-

组"

,

#%

)

岁&

)

#%

/

岁&

/

#%

0

岁&

0

#%

'(

岁和
'(

#

'*

岁$%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

原装试剂盒检测
&"Z

!并对所得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剔除离群值后检验数据是否处于正态分布!并采用独立样本
A

检验比较

不同性别儿童之间
&"Z

差异!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龄段儿童
&"Z

的组间差异!并判断是否需按年龄&性别分组#将不

需分组的进行合并!并确定实际分组%用非参数方法计算各实际分组参考区间的
(+-

和
09+-

百分位数!并计算其
0,5

置信区间%

结果
!

不同年龄段"

,

#

'*

岁$表观健康儿童
&"Z

水平较成人明显升高!但
,

#%

)

岁&

)

#%

/

岁&

/

#%

0

岁和
0

#%

'(

岁年龄段

儿童无性别差异#

'(

#

'*

岁年龄段儿童
&"Z

水平存在性别差异!男性
&"Z

参考区间为
',-

#

*,-;

(

"

!女性
&"Z

参考区间为

9)

#

(9-;

(

"

%结论
!

表观健康儿童
&"Z

水平较成人明显升高!应建立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
&"Z

参考区间!为临床疾病的诊

断&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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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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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碱性磷酸酶$

&"Z

&大部分来自肝脏和骨骼#小部分来

自肾+小肠和胎盘组织#骨源性
&"Z

由成骨细胞产生#是儿童

期
&"Z

的主要来源'

'

(

)儿童
&"Z

是儿科医生比较重视的一

项反映儿童生长发育和疾病状况的指标#但常规检验报告单上

&"Z

仅提供一个成人参考区间#根据它来评价不同年龄段儿

童生长发育状况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因此#本研究检测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9

例表观健康儿童$

,

#

'*

岁&的
&"Z

水平#以探讨
,

#

'*

岁儿童
&"Z

的参考区间#

为临床医生对儿童肝脏+骨骼系统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

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严格筛选北京同仁医院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健康体检儿童共
)*)9

例纳入研究组#其中

男
'0.0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筛选条件!$

'

&无肝

脏+骨骼系统疾病%无高血压+先天性心脏病+家族性遗传病和

传染性疾病等病史%无怀孕或妊娠史%$

(

&近期未服用药物+钙

剂或维生素等%$

)

&近期无手术或输血史%$

*

&女性处于非月经

期%$

-

&均为在校非体育生#所有受检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经

体检后#排除营养不良和肥胖的儿童#即
,

#%

/

岁儿童体质量

低于或超过同性别+同身高参照人群均值的
',5

%

/

#

'*

岁儿

童体质量指数$

[T3

&参照
(,'*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从而确定为营养不良或肥胖)实验室检查中#所有研究对象血

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处于正常范围$

-

#

*,;

"

"

&#排除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7KTC1<H@A

!

UID?KCG(,'/

!

V?H+')

!

%?+'0

"

基金项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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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晓红#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临床生物化学与感染免疫学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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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和尿常规异常的儿童)一般情况下#女性青春期从

''

#

'(

岁开始#男性青春期从
')

#

'*

岁开始#随着青春期的提

前'

(

(

#本研究将不同年龄段表观健康儿童分为
-

组!

,

#%

)

岁

$婴幼儿期&+

)

#%

/

岁$学龄前期&+

/

#%

0

岁$学龄期&+

0

#%

'(

岁$女性青春发育初期&和
'(

#

'*

岁$男性青春发育初期&)

对照组为同期健康体检者#共
(-0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筛选条件同上)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e<.,,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原装进口配套试剂及贝克曼库尔特
)

个水平的血清

质控品$

&"Z

试剂批号为
(-,/(*,

#

)

个水平血清质控品批号

分别为
%T*,',''

+

%T*,','(

和
%T*,',')

&)

&"Z

测定试

剂采用
%ZZ

底物
=&TZ

缓冲液法$速率法&)本实验室于
(,,9

年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委员会$

<%&!

&医学实验室质量与能力

认可#并参与原卫生部常规化学室间质评和酶学正确度验证#

结果均在控)室内质控中
)

个水平血清质控品
&"Z

的变异系

数$

@M

&分别为
(+,)5

+

'+0.5

和
(+-05

)

$+'

!

&"Z

检测
!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空腹条件下取静脉血
)

N"

#

),,,G

"

N@A

#离心
',N@A

#收集血清)排除溶血+乳糜和黄

疸等标本#将标本保存在
]),^

待测%冷冻标本仅在检测前复

融一次#避免反复冻融)所有试验严格按照仪器和
&"Z

项目

检测的标准操作规程$

!UZ

&#检测期间保证每天室内质控均

在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0+,

软件对
&"Z

检测结果进

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对所得的数据使用
$@e?A

法剔除

离群值后#采用
6?HN?

E

?G?B=!N@GA?B

方法判断数据是否处于

正态分布'

)

(

)利用独立样本
A

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儿童之间

&"Z

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比较不同年龄

段儿童
&"Z

的差异#两两比较采用
"!$

法%判断是否需要按

年龄和性别分组#将不需分组的进行合并#并确定实际标本分

组)用非参数方法计算各实际标本分组参考区间的
(+-

百分

位数$

!

(+-

&和
09+-

百分位数$

!

09+-

&及其
0,5

置信区间$

@#

&)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儿童例数及性别比
!

本研究中经过体检和实验室检

查#剔除离群值后满足试验标准的研究对象共计
)*)9

例#其

中男
'0.0

例#女
'**.

例#男女比例为
'+,,g,+9)

#各年龄段

例数及性别比见表
'

)由表
'

可见#除了
'(

#

'*

岁年龄组外#

其余各年龄组表观健康儿童和对照组的数量均超过
(-,

例)

表
'

!!

(

组儿童例数及性别比

组别 例数$

,

& 男"女$

,

"

,

&

研究组

!

,

#%

)

岁
0*/ -*-

"

*,'

!

)

#%

/

岁
'')- //-

"

*9,

!

/

#%

0

岁
9'- *'*

"

),'

!

0

#%

'(

岁
*'0 (*9

"

'9(

!

'(

#

'*

岁
((( ''.

"

',*

对照组
(-0 ')-

"

'(*

/+/

!

(

组儿童
&"Z

检测结果
!

不同年龄段儿童
&"Z

水平均

处于正态分布)针对正态分布的数据#可以采用均值$

K

&

h

'+0/

标准差$

D

&的方式计算参考区间%但因为
&"Z

水平高值时

更有临床意义#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数据#采用非参数方法计算

不同年龄段参考区间的
!

(?-

和
!

09+-

#结果见表
(

)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

个年龄段$

,

#%

)

岁+

)

#%

/

岁+

/

#%

0

岁+

0

#%

'(

岁和
'(

#

'*

岁&表观健康儿童
&"Z

水

平较成人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

#

!

%

,+,-

&)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在
-

个年龄段之中#

,

#%

)

岁+

)

#%

/

岁+

/

#%

0

岁和
0

#%

'(

岁年龄段儿童
&"Z

之间无明

显差异#

'(

#

'*

岁年龄段儿童
&"Z

水平较前
*

个年龄段稍

低#但由于标准差较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

组儿童
&"Z

参考区间%

;

(

"

&

组别 性别
,

!

(+-

$

0,5@#

&

!

-,

$

0,5@#

&

!

09+-

$

0,5@#

&

研究组

,

#%

)

岁 男
-*- ''.

$

',0

#

'(0

&

((,

$

(,0

#

(),

&

))-

$

),/

#

)/,

&

女
*,' ',.

$

',,

#

''9

&

('*

$

(,*

#

((*

&

)((

$

(0.

#

)*'

&

)

#%

/

岁 男
//- ''/

$

',-

#

'(.

&

(''

$

(,)

#

((,

&

))(

$

),-

#

)-*

&

女
*9, ''*

$

',/

#

'()

&

(,/

$

'0.

#

('*

&

)(/

$

),,

#

)**

&

/

#%

0

岁 男
*'* '')

$

',*

#

'(*

&

(,0

$

(,(

#

('/

&

)(.

$

),)

#

)*-

&

女
),' ''0

$

''(

#

'(9

&

('/

$

(,.

#

((*

&

)*9

$

)(/

#

)/)

&

0

#%

'(

岁 男
(*9 ''-

$

',9

#

'(*

&

((0

$

(('

#

()/

&

))(

$

),.

#

)-/

&

女
'9( '()

$

''(

#

')*

&

()'

$

((,

#

(*)

&

)-'

$

)),

#

)9(

&

'(

#

'*

岁 男
''. ',-

$

0.

#

''(

&

(-(

$

().

#

(//

&

*,-

$

).)

#

*(/

&

女
',* 9)

$

/*

#

.(

&

'-/

$

'*)

#

'9,

&

(9-

$

(-0

#

(0)

&

对照组 男
')- *(

$

)/

#

*.

&

.,

$

90

#

0)

&

'(9

$

',/

#

'*-

&

女
'(* )9

$

)(

#

*(

&

/0

$

/)

#

9*

&

',.

$

0*

#

'(,

&

/+'

!

(

组儿童
&"Z

参考区间的性别差异
!

对各年龄段儿童

&"Z

水平进行不同性别间比较#结果见表
)

)

,

#%

)

岁+

)

#%

/

岁+

/

#%

0

岁和
0

#%

'(

岁年龄段儿童男女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岁年龄段儿童
&"Z

水平存

在性别差异$

A:(+-/*

#

!

%

,+,-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将儿童

期
&"Z

参考区间合并为
,

#%

'(

岁和
'(

#

'*

岁两个年龄段%

同时#

'(

#

'*

岁年龄段分为男性和女性)

表
)

!!

(

组儿童
&"Z

参考区间的性别差异%

Kh'?0/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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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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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男性 女性
A !

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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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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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合并后不同年龄段儿童
&"Z

参考区间
!

根据上述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和性别差异的比较#将不需分组的进行合

并#最终合并为
,

#%

'(

岁+

'(

#

'*

岁$男&和
'(

#

'*

岁$女&

)

组#

,

#

'(

岁年龄段实际参考样本量为
)('-

例#包括男
'.9'

例和女
')**

例#参考区间及
0,5@#

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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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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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
&"Z

参考区间%

;

(

"

&

年龄$岁&性别
,

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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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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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合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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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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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主要由肝脏和骨骼等细胞分泌#所以除肝脏系统疾

病和妊娠等因素外#

&"Z

主要来自于成骨细胞#患骨肉瘤时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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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7KTC1<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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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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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可明显升高'

*

(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

&"Z

受年龄和

性别影响较大#而目前实验室检验报告单中往往仅提供成人

&"Z

参考范围#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儿童期
&"Z

的参考区

间'

-=9

(

#甚至有人研究骨源性
&"Z

的参考区间'

.

(

)骨源性

&"Z

由于检测方法复杂#在常规实验室中并未得到普遍应用)

因此#本研究中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的
&"Z

测定试剂#

检测方法为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34<<

&推荐的
%ZZ

底物
=

&TZ

缓冲液法)另外#除了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外#本实验室

还参加原卫生部组织的酶学正确度验证#以保证检测质量)

目前#国内参考区间的建立往往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

准协会$

<"!3

&

<(.=&)

文件'

0=',

(

)本研究参照我国原卫生部

(,'(

年发布的卫生行业标准文件
R!

"

>*,*+'=(,'(

'

''

(

#文件

提出成人
&"Z

参考区间在研究中未见明显地区差异#但建议

按照性别和年龄分组)本研究结果显示#表观健康儿童$

,

#

'*

岁&

&"Z

水平较健康成人明显升高$

0:''(+(/-

#

!

%

,+,-

&#儿

童正处于生理发育期#所以
&"Z

水平较高#这一点与陆琼等'

-

(

的研究结果一致)

,

#%

0

岁儿童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之间
&"Z

没有明显

差异#随着女性青春期的到来#

0

#%

'(

岁女性
&"Z

开始升

高#但由于标准差较大#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国内王迪等'

/

(的研究结果也提出#女性
&"Z

峰

值出现在
''

岁#在
''

岁之前儿童
&"Z

水平相对稳定#且无性

别差异)

'(

#

'*

岁年龄段#男性处于青春发育初期#骨髓中成

骨细胞分泌旺盛#而女性
&"Z

水平开始下降#二者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因此#本研究将儿童期
&"Z

参考区

间按照年龄和性别最终分为
)

个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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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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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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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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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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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参考区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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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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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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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之后儿童
&"Z

水平开始出现性别差异#这

点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

/

#

'(

(

)

(,'-

年#骆丰等'

.

(将儿童分为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

学龄期和青春期后检测血清骨源性
&"Z

#发现骨源性
&"Z

在

青春期$

0

#

'/

岁&存在性别差异#血清骨源性
&"Z

与身高之

间不存在相关性)另外#有文献表明儿童期骨源性
&"Z

占

&"Z

的
995

#

.05

#成人期骨源性
&"Z

占
&"Z

的
-.5

#

/95

'

')

(

)儿童期
&"Z

参考区间分组的截点#以及
&"Z

身高+

年龄的关系#骨源性
&"Z

与血清
&"Z

水平是否平行相关等问

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我国成人
&"Z

参考区间为男性

*-

#

'(-;

"

"

#女性
)-

#

',,;

"

"

#本研究中
'(

#

'*

岁女孩参

考区间为
9)

#

(9-;

"

"

#已趋近于成人
&"Z

参考区间)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研究对象中
,

#

'

岁儿

童#尤其是
'

个月之内的没有单分出来#

!CG7

8

等'

')

(的研究表

明健康儿童
&"Z

水平存在婴儿期和青春期两个高峰#本研究

中
,

#%

)

岁年龄段儿童
&"Z

水平较
)

#%

/

岁和
/

#%

0

岁

年龄段稍高#但没有明显差异#可能原因在于
,

#%

)

岁合并为

一组#削弱了这种差异%$

(

&由于健康体检人员有限#本研究中

女性较少#男女性别比为
'+,,g,+9)

%另外#没有对
'*

#

'.

岁

处于青春发育期的男性与女性继续跟踪调查#而有文献表明

'*

#

'.

岁青春发育期
&"Z

水平的性别差异更明显'

')

(

#这些需

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阐明)

本研究通过检测
)*)9

例表观健康儿童
&"Z

水平来确定

不同年龄段儿童
&"Z

参考区间#希望通过本次统计分析#使

&"Z

检测在肝脏+骨骼系统疾病等一系列儿童疾病的诊治过

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为儿童期
&"Z

在临床应用方面提供更

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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