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通讯作者#

Y8;<5C

!

I9:A:5I97

K

(

"

$2)&D9;

'

!临床研究!

北京房山区健康人群
2

项生化指标参考区间验证分析

窦会东!李国江#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检验科!北京
$(%'((

%

!!

摘
!

要"目的
!

验证北京市房山区健康体检人群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Z"

%'总蛋白"

"#

%'清

蛋白"

!-N

%'球蛋白"

-̀N

%'清蛋白)球蛋白比值"

!

)

`

%的参考区间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参考区间&方法
!

按照卫生部
%($%

年
$%

月发布的行业标准
\Z

)

"'('8%($%

*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中第
$

部分和第
%

部分相关指标的参考人群筛选标准!从

北京房山区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

年
$

!

$%

月筛选
$*

!

*'

岁健康体检者
+/1*

例!其中男
)('2

例!女
%/+%

例!使用非参数统

计方法统计该研究人群的参考区间!与行标参考区间进行比较&结果
!

北京市房山区健康体检人群
!-"

'

!Z"

'

"#

'

!-N

'

-̀N

'

!

)

`

得到的参考区间!与行业标准比较!基本一致&结论
!

国家新的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行业标准!适用于北京市房山区

成年人群&

关键词"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总蛋白$

!

清蛋白$

!

球蛋白$

!

清蛋白)球蛋白比值$

!

参考区间

!"#

!

$(&)121

"

4

&5667&$2/)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8'$)(

"

%($+

%

$'8%$$+8(%

!!

生物参考区间是分析检验信息和解释检验结果的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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