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湖南汉族健康老年人群血清肌酐参考区间的建立"

李孝鹏!

!黄
!

猛!

%

!王
!

奎"

!黄
!

飞"

!杨佳锦'

!唐爱国'

!项忠元'

"

!#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

"++%(!

#

"#

山东省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七科
!

"++%%%

#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检验科!长沙
$!%%!!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湖南汉族健康老年人群血清肌酐"

KA;

$的参考区间%方法
!

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OMKP

$

O",12'

文件)医学实验室参考区间的定义&建立和确认*中参考区间研究模式及参考人群筛选标准的要求!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

测定
(+,

例湖南汉族
+%

!$

)%

岁健康老年人
KA;

水平!其中男
')"

例!女
'(+

例%以非参数百分位数法计算湖南汉族健康老年人

酶法
KA;

的参考区间%结果
!

湖南地区汉族不同性别及年龄健康老年人群"

+%

!$

(%

&

(%

!$

,%

&

,%

!$

)%

岁
'

个年龄组$的
KA;

参考区间'男性分别为
&'#$

!

)&#+

&

&,#"

!

!%&#+

&

+%#%

!

!!!#'

%

B4>

(

M

#女性分别为
$'#,

!

(+#"

&

$+#(

!

,(#"

&

$,#!

!

)"#"

%

B4>

(

M

%结论
!

健康老年人与其他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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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湖南健康老年人群应按照性别和年龄分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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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肌酐$

KA;

&是机体中生成量比较恒定的内源性肌酐#

由肌酸及磷酸肌酸分解而产生)

!

*

#其水平是临床计算肾小球滤

过率$

JE\

&和判断肾功能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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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区间主

要用于肾脏疾病的临床诊断(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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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适合健康老

年人群的
KA;

参考范围$

\P/

&#对老年人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

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我国临床实验室中尚缺少

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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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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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式建立的健康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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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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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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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建立了不同性别和年龄分组的湖南汉

族健康老年人群的
KA;\P/

#以期为临床医生正确评价老年人

肾脏功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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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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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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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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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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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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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南汉族老年人

$"!(

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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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成年人#均填写健康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内

容包括性别(民族(年龄(职业(运动情况(饮酒(吸烟(饮食习

惯(药物及遗传疾病等#所有研究对象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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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的要求#本研究选择的健康老年人

均符合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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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冠心病#糖尿病或其他内分泌疾病#

慢性肾脏衰竭#肝硬化或任何其他肝脏疾病#以及肿瘤等慢性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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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高血压者#即研究对象收缩压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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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舒张压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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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血压升高已经超

过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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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过去半年之内接受过手术#或
$

个月内接受过

输血#或两周之内接受过药物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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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肥胖者#即体质

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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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严重吸烟或嗜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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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乙型肝炎核心抗体及
]PS

抗体有一项阳性者%排除尿常规检查异常者'本研究参考人群

的选择来自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区(开福区(岳麓区(雨花区(长

沙县(望城县(宁乡县(浏阳市的常住居民#利用分层不等概率

二阶的整群抽样法#以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雨花区(开福

区(望城县(宁乡县(长沙县(浏阳市等九个不同地区作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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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级抽样单位#每
!%

周岁作为一个年龄段及不同的性别分

层#最后将城镇和农村人群作为末级抽样单位#本研究中抽取

的参考个体的数目以能保证每个年龄段(每种性别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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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最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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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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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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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研究对象均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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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次日清晨抽

取右肘静脉血
&BM

于生化真空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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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美国&中#室

温静置
'%B.0

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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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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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B.0

#所有血液标本

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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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检测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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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罗氏
R4?D>9;I,%%

全自动化学分析仪

$罗氏公司#德国&%

KA;

酶试剂 $关东试剂株式会社#日本&#方

法学溯源到
P[1RK

(

JO1RK

和
MK1RK

)

'

*

%配套校准品$关东试

剂株式会社#日本&对仪器进行校准%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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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6aM656>!

及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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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6aM656>"

两种不同的质控品$伯乐公司#美国&#对每

一批标本分析进行质量控制%根据
OMKPHI1!&2

文件#使用

K\R)(+9M65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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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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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美国&对仪器
KA;

测

定的精密度进行评估#总变异系数$

)U

&和偏倚度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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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法规
X,,

$

OMP2X,,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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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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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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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去除极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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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使用
PVRKIKK"%#%

统计学软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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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a

法行

数据的正态性检验%标准正态离差检验判断性别的分组%单因

素方差分析及
3Da6

@

检验用来比较不同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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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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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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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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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以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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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数法计算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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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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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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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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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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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人群的一般临床特征描述
!

本研究以实验室检查及

调查问卷的形式#排除对
KA;

有影响的因素#得到符合筛选标

准的老年参考个体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成年人

参考个体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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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参考个体的基

本资料见表
!

'

表
!

!!

),$

例健康成年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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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男性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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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近似正态分布$

!

#

%#%&

&#其参考区

间的建立需按性别$

Jb'&#++

#

J

!

b,#!!

#

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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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龄分

组#成年和老年男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b($#,

#

!b

%#%%!

&%成年和老年女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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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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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汉族健康成年和老年人群不同性别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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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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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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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健康老年人群各年龄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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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区间
!

湖南汉族

健康老年男性与女性
KA;

值近似正态分布$

!

#

%#%&

&#其参考

区间的建立需按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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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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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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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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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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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组&%健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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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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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建立的不同性别及

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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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族健康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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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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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族健康老年人群男性及女性各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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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健康老年人群各年龄组
KA;

的
\P/

验证
!

按照

OMKPO",12'

文件中的要求#选取不同年龄组湖南省健康老年

人群各
"%

例#用
Rc[UM2\I,%%

全自动化学分析仪检测

KA;

水平#并与本研究中建立的湖南健康老年人群
KA;

的
\P/

进行比较#所有的
KA;

结果均在本研究所建立的
KA;\P/

范

围内'

B

!

讨
!!

论

!!

老年人群有别于其他成年人#其生理(生化代谢功能均有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07QM9FR6?

!

QD06"%!+

!

S4>#'(

!

T4#!"



所退化'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学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推荐无

论男性(女性#年龄处于
+%

!

,)

岁的人群即为老年人'我国

"%!%

年时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于或等于
+%

周岁的

老年男性(女性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

)

!'

*

#这就说明老年人群

所带来的健康问题也就愈加突出'对健康老年人群而言#许多

临床常规检测项目的
\P/

$包括
KA;\P/

&均未单独建立)

!$1!&

*

'

长期以来一直同成年人群使用共同的
\P/

#这就给临床造成很

多困惑'建立适合本地区的健康老年人使用的
\P/

#对临床医

生做出更加准确的诊断很有必要)

!+1!(

*

'本研究抽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湖南长沙市不同地区老年人群进行问卷调

查和临床实验室常规项目检查#并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其

KA;

水平'本研究结果表明#湖南健康老年人群
KA;

水平因人

群年龄(性别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湖南地区汉族健康男性的

KA;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即男性人群的
KA;\P/

的上限(下限都

要明显高于对应的女性人群'与成年人群的
KA;\P/

相比#湖

南健康老年人群
KA;\P/

的上限与下限都明显增高$

!

$

%#%&

&#尤其是老年女性
KA;\P/

的上限#要比成年女性
KA;\P/

上限大约高出
!%

!

"&

%

B4>

"

M

'本研究中#湖南地区汉族健康

老年男性人群及女性不同年龄组之间的
KA;

水平均有明显差

异#但健康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
KA;\P/

却存在着相似的变化

规律#即老年男性人群
'

个年龄组间
KA;\P/

下限及老年女性

人群
'

个年龄组间
KA;\P/

下限接近#而其上限都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升高'这也表明#湖南地区健康老年人群
KA;\P/

有

必要按照性别和详细的年龄分组进行制定#才能为临床提供更

好的决策依据'

将本研究中
\P/

结果与国内同类研究比较#健康老年人群

KA;\P/

并不相同'

Y90

8

等)

)

*所建立的中国北方老年人群$

#

+%

岁&男性与女性的
KA;\P/

基本相同#但老年男性(女性
KA;

\P/

仅分别与本研究结果中的
,%

!$

)%

岁年龄组男性
KA;

的

\P/

$

&)#%

!

!!%#,

%

B4>

"

M

&及女性
(%

!$

,%

岁年龄组
KA;

的

\P/

$

$(#!

!

,&#&

%

B4>

"

M

&相接近#其研究中的
\P/

上限要远高

于本研究中相应
+%

!$

(%

岁年龄组的
KA;\P/

'与国际上的

同类研究比较#发现健康老年人群
KA;

的
\P/

间也存在着许多

不同'

K76=B901V;660

等)

!!

*研究发现年龄并不是影响
KA;\P/

水平的主要因素#其抽取
"$%

例
!,

!

($

岁德国参考个体#检测

KA;

水平#建立了
KA;\P/

为
+$

!

!%$

%

B4>

"

M

%然而
2;G.?6=

等)

!%

*在德国的一项研究认为
&%

岁为
KA;\P/

的划分年龄#其

所建立的老年男性与女性
KA;\P/

分别为
&!

!

!%)

(

$"

!

,)

%

B4>

"

M

%以上国内外多个不同研究建立的老年人
KA;\P/

#都要

明显高于本研究中所建立
+%

!$

(%

岁年龄组的
KA;\P/

#这也

就提示现行使用的
KA;\P/

并不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健康老年

人群'因此#本研究特别注意问卷调查内容的事实依据和实验

室筛查#使健康老年人群参考个体的筛查和选择更加严格(科

学#使本研究最后收集到了足够数量$大于
!"%

例&的健康老年

参考个体#最后建立了详细年龄(性别分组的健康老年人群

KA;\P/

#从而将低对老年人群肾脏功能异常的漏诊#进而为临

床医生的决策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本研究仍为单中心健康老年人群
KA;\P/

研

究'按照
OMKPO",12'

文件中
\P/

建立的标准#只有多中心(

大样本参考个体的研究#临床实验室才能获取更客观的
\P/

#

并降低因地区不同差异带来的影响#这对临床决策意义更大'

参考文献

)

!

*

Y

@

//R

#

Z9??D;9=[\#O;697.0690?A;697.0.06B679F41

>./B

)

Q

*

#I=

@

/.4>4

8

.A9>\65

#

"%%%

#

,%

$

'

&!

!!%,1!!,"#

)

"

*

V>907G\O

#

[60

8

2

#

R.;9A>6OR

#

679>#\6

8

D>97.404Ca.?1

06

@

CD0A7.4090?B679F4>./B

!

9

^

D6/7.404C/D

::

>

@

90??61

B90?

)

Q

*

#3;90/2BO>.0O>.B974>2//4A

#

"%%(

#

!!,

$

!

&!

"'1$'#

)

'

*

R

@

6;/JM

#

R.>>6;YJ

#

O4;6/=Q

#

679>#\6A4BB60?97.40/

C4;.B

:

;45.0

8

/6;DB A;697.0.06 B69/D;6B607

!

9;6

:

4;7

C;4B7=6M9F4;974;

@

Y4;a.0

8

J;4D

:

4C7=6T97.409>Z.?1

06

@

[./69/6H?DA97.40I;4

8

;9B

)

Q

*

#O>.0O=6B

#

"%%+

#

&"

$

!

&!

&1!,#

)

$

*

PEOOKA.607.C.A[.5./.40

#

P076;097.409>E6?6;97.404CO>.0.1

A9>O=6B./7;

@

90?M9F4;974;

@

R6?.A.06#H0G

@

B97.A9//9

@

/

C4;A;697.0.06

!

7.B6C4;9A7.40

)

Q

*

#O>.0O=6B M9F R6?

"%%,

#

$+

$

$

&!

&+(1&("#

)

&

*

QD0

8

6Y

#

Y.>a6V

#

]9>9F.2

#

679>#[676;B.097.404C;6C6;60A6

.076;59>/C4;/6;DBA;697.0.06

#

A;697.0.066fA;67.4090?A;697.1

0.06A>69;90A6<.7=9060G

@

B97.A90?9B4?.C.6?Q9CC6B67=4?

)

Q

*

#O>.0O=.B2A79

#

"%%$

#

'$$

$

!

"

"

&!

!'(1!$,#

)

+

*

O6;.477.E

#

V4

@

?QO

#

Z>6.0J

#

679>#\6C6;60A6.076;59>/C4;

/6;DBA;697.0.06A40A607;97.40/

!

9//6//B6074C959.>9F>6

?979C4;

8

>4F9>9

::

>.A97.40

)

Q

*

#O>.0O=6B

#

"%%,

#

&$

$

'

&!

&&)1&++#

)

(

*

I4776>]

#

S;

@

?9

8

/T

#

R9=.6DV

#

679>#H/79F>./=.0

8

9

8

6

"

/6f;6>976?/6;DBA;697.0.06;6C6;60A6.076;59>/C;4B=4/1

:

.79>>9F4;974;

@

?979F9/6?40?.CC6;607/797./7.A9>B67=4?/

)

Q

*

#O>.0.A9O=.B.A92A79

#

"%%,

#

')+

$

!

"

"

&!

$)1&&#

)

,

*

O>.0.A9>M9F4;974;

@

90?K790?9;?/P0/7.7D76#O",12'[6C.1

0.0

8

#

6/79F>./=.0

8

#

90?56;.C

@

.0

8

;6C6;60A6.076;59>/.07=6

A>.0.A9>>9F4;974;

@

)

K

*

#Y9

@

06

#

I2

#

UK2

!

OMKP

#

"%%,#

)

)

*

Y90

8

jQ

#

jDJV

#

M.]j

#

679>#\6C6;60A6.076;59>/C4;/61

;DBA;697.0.06 <.7=60G

@

B97.A9//9

@

90?659>D97.404C

C4D;6

^

D97.40/746/7.B976

8

>4B6;D>9;C.>7;97.40;976.09

=69>7=

@

O=.06/69?D>7

:

4

:

D>97.40

)

Q

*

#O>.0.A9O=.B.A92A1

79

#

"%!!

#

$!"

$

!)

"

"%

&!

!()'1!()(#

)

!%

*

2;G.?6=E

#

Y4/0.4a Y

#

]96Aa6>\#\6C6;60A6>.B.7/4C

:

>9/B990?/6;DBA;697.0.06A40A607;97.40/C;4B.07;91>91

F4;974;

@

?979F9/6/4C/656;9>J6;B9090?P79>.90B6?.A9>

A607;6/

!

O4B

:

9\P/40F67<660?.;6A790?.0?.;6A7

:

;4A61

?D;6/

)

Q

*

#O>.0O=.B2A79

#

"%!%

#

$!!

$

'

"

$

&!

"!&1""!#

)

!!

*

K76=B901V;660Oc

#

J.>>60 [

#

K76CC6/ R

#

679>#\9A.9>

?.CC6;60A6/.069;>

@

140/67;609>?./69/69B40

8@

4D0

8

91

?D>7/

!

7=6A4;409;

@

9;76;

@

\P/?656>4

:

B607.0

@

4D0

8

91

?D>7/

$

O2\[P2

&

/7D?

@

)

Q

*

#Q2BK4AT6

:

=;4>

#

"%%'

#

!$

$

)

&!

"'&"1"'&(#

)

!"

*

E4fOK

#

d90

8

k

#

OD

::

>6/M2

#

679>#J604B6<.?6>.0a9

8

6

909>

@

/./74/6;DBA;697.0.06

#

JE\

#

90?A;697.0.06A>69;1

90A6.09A4BBD0.7

@

1F9/6?

:

4

:

D>97.40

!

7=6E;9B.0

8

=9B

]69;7K7D?

@

)

Q

*

#Q2BK4AT6

:

=;4>

#

"%%$

#

!&

$

)

&!

"$&(1

"$+!#

)

!'

*

O=902cZ

#

M66ZO

#

M6D0

8

QTK

#

679>#\6C6;60A6.076;59>/

4CA4BB40/6;DB909>

@

76/4C]40

8

Z40

8

O=.06/6

)

Q

*

#Q

O>.0I97=4>

#

"%%,

#

+!

$

&

&!

+'"1+'+#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1!+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07QM9FR6?

!

QD06"%!+

!

S4>#'(

!

T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