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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广西防城港地区汉族健康成年男性血清叶酸和维生素 ]&%的正常参考值范围% 方
法!通过电化学发光法测定 % $%& 例 %$ ‘6’ 岁的健康成年男性血清叶酸和维生素 ]&%水平% 结果!广西防
城港地区汉族健康成年男性的血清叶酸各年龄段正常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 ‘%’ 岁 (;"6#=;’: ‘&=;:&$4F?
,/"#$ ‘#’ 岁 ’;%"#";%= ‘&";=%$4F?,/"=$ ‘=’ 岁 ’;66#";#" ‘&6;#($4F?,/""$ ‘"’ 岁 ’;#&#";=’ ‘&6;6$$
4F?,/"6$ ‘6’岁 ’;==#=;"( ‘&=;(6$4F?,/% 广西防城港地区汉族健康成年男性的血清维生素 ]&%各年龄段
正常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 ‘%’ 岁 6#’;($#%’";6( ‘& &’6;:"$ OF?,/"#$ ‘#’ 岁 66";&$##%";:$ ‘& %$&;$$$
OF?,/"=$ ‘=’岁 6’$;:$#%"$;"" ‘& %&=;"$$ OF?,/""$ ‘"’ 岁 :&$;#$###&;#= ‘& #=#;:$$ OF?,/"6$ ‘6’ 岁
6’’;("#&($;=% ‘& ==6;(($OF?,/% 结论!各地区各实验室应建立各自的健康人群的正常参考值范围"尤其
是那些具有特殊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地区%
!!!关键词"!叶酸&!]&%&!正常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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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水溶性的 ]族维生素"
是机体细胞生长和繁殖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其参与
有关嘌呤和嘧啶核苷酸*aY<合成以及氨基酸的互
变过程"帮助蛋白质的代谢"并与维生素 ]&%共同促

进红细胞的生成和成熟"是制造红细胞不可缺少的
物质(&) % 维生素]&%"也称为钴胺素"是一种水溶性
维生素"在促进红细胞的发育和成熟"使机体造血机
能处于正常状态"预防恶性贫血和防止大脑神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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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正是由于叶酸和
]&%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

报道了叶酸和]&%的正常参考值范围"但受仪器*方
法*种族*环境*营养状况*甚至空腹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人群的叶酸和 ]&%的正常参考值范围不尽
相同% 本研究针对广西防城港地区的汉族健康成年
男性的叶酸和]&%进行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采用
电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确定其具体的正常参考值
范围"并分析相关可能的影响因素%
82对象与方法
8=82研究对象2研究对象来源于 %$$’+$’ ‘%$$’+
&%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大规模体检的 = #$# 名男
性人群"均提供了知情同意书且该研究已获当地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 为保证研究人群的质量"本研究
按照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YWWVc$(")

的建议制定了纳入和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包括!
#&$使用叶酸和维生素 ]&%替代治疗者&#%$使用了
干扰叶酸和维生素 ]&%吸收的药物如抗惊厥和消化
性溃疡药"甲氧苄啶"抗代谢药物等&##$有慢性疾
病者&#=$体检前 & > 有饮酒者&#"$肝功能异常者
#<VB或 <cBp% 倍参考值$&#6$资料缺失或不全
者% 此外"本研究要求研究对象必须是汉族% 最终"
% $%& 例年龄在 %$ ‘6’ 岁之间的健康男性纳入本次
研究%
8=;2方法
&;%;&!标本采集!每日早上 (!$$ ‘&$!$$ 抽取研
究对象的空腹静脉血 &$ ,/于干燥试管中"标本在
% G内 = $$$ J?,.4离心 " ,.4"收集离心出来的血清
置于)($ i冰箱内保存待测"整个过程都按照标准
操作流程进行%
&;%;%!实验室测定!血清样本分析前避光解冻 &
G"并由实验室同一人员在解冻后 = G 内采用同一批
试剂完成检测% 采用德国罗氏 We]<c 6$$$ A2AED,
*6$& 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进行测定"操作按照
说明书进行%
&;%;#!质量控制!实验前对仪器进行调试和校正"
并按照YWWVc指南应用仪器配套的低*中*高水平
质控血清对每一批样本分析进行质量控制% 叶酸的
批间变异系数#W_$值为 #;:\"维生素]&%的W_值
为 %;$\%
8=>2统计学方法2采用 cPcc&#;$ 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分析% 正态性检验采用 [1/,1F1J1C+c,.J41C检
验#样本含量 * p% $$$$"8p$;$" 表明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8j$;$" 表明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 非正

态分布的数据将进行 /1F转换或 AI3-JDJ11E转换成
正态分布的数据% 用<Ye_<分析各年龄段的正常
参考值之间的差异%
;2结果
;=82样本人群一般情况2共抽样 = #$# 名"年龄范
围 &: ‘(( 岁"经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按照纳入
和排除标准筛选"最后纳入健康成年男性 % $%& 名%
% $%& 名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为 %$ ‘6’ 岁"平均
#:;( 岁% 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血清叶酸和 ]&%水
平见表 &%

表 &!广西防城港地区健康成年男性年龄范围#
!!血清叶酸和]&%水平

平均数 范围 ;
年龄#岁$ #:;( %$ ‘6’ &&;&$
血清叶酸#4F?,/$ ’;=( #;#& ‘#%;$: %;:6
血清]&% #OF?,/$ 6’&;(( :(;&( ‘&’#=;$$ %=&;6’

;=;2<Ye_<分析!为了做分层分析"把所有研究
对象按照年龄分为 "个大组"分别是 %$ ‘%’ 岁"#$ ‘
#’ 岁"=$ ‘=’ 岁""$ ‘"’ 岁"6$ ‘6’ 岁% 由于叶酸
和]&%的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将数据分别进行 /1F
转换或 AI3-JDJ11E转换成正态分布的数据% 用
<Ye_<分析各年龄段的正常参考值之间的差异%
对于血清叶酸水平而言"年龄最小的第 & 组与年龄
最大的第 " 组的叶酸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p
$;$"$"第 %*#*= 组之间的叶酸水平也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8p$;$"$"但第 & 组和第 " 组的叶酸水平明
显低于第 %*#*= 组的叶酸水平#8j$;$"$% 血清维
生素]&%的变化趋势与血清叶酸类似%
;=>2叶酸和]&%的参考值范围!叶酸和 ]&%数据经
过[1/,1F1J1C+c,.J41C检验#8j$;$"$"数据不服从
正态分布"以中位数表示平均水平"以 %;"\和
’:;"\的百分位点表示 ’"\参考区间% 广西防城
港地区汉族健康成年男性的血清叶酸各年龄段正常

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 ‘%’ 岁 (;"6#=;’: ‘&=;:&$
4F?,/"#$ ‘#’ 岁 ’;%"#";%= ‘&";=%$4F?,/"=$ ‘=’
岁 ’;66#";#" ‘&6;#($4F?,/""$ ‘"’ 岁 ’;#&#";=’ ‘
&6;6$$4F?,/"6$ ‘6’ 岁 ’;==#=;"( ‘&=;(6$4F?,/%
广西防城港地区汉族健康成年男性的血清维生素

]&%各年龄段正常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 ‘%’ 岁
6#’;($ # %’";6( ‘& &’6;:" $ OF?,/" #$ ‘#’ 岁
66";&$ # #%";:$ ‘& %$&;$$ $ OF?,/" =$ ‘=’ 岁
6’$;:$ # %"$;"" ‘& %&=;"$ $ OF?,/" "$ ‘"’ 岁
:&$;#$ # ##&;#= ‘& #=#;:$ $ OF?,/" 6$ ‘6’ 岁
6’’;("#&($;=% ‘& ==6;(($OF?,/%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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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广西防城港地区健康成年男性各年龄组血清叶酸参考值范围!4F?,/"
年!龄#岁$ 人数 平均值 中位数 ; P%;" ‘P’:;" P" ‘P’"
%$ ‘%’ "=’ ’;$$ (;"6 %;"( =;’: ‘&=;:& ";%( ‘&#;6"
#$ ‘#’ 66’ ’;"& ’;%" %;6% ";%= ‘&";=% ";:= ‘&=;$$
=$ ‘=’ =’’ ’;(’ ’;66 %;’’ ";#" ‘&6;#( ";:6 ‘&=;(%
"$ ‘"’ &(( ’;:6 ’;#& %;(( ";=’ ‘&6;6$ ";6% ‘&";#%
6$ ‘6’ &&6 ’;#& ’;== %;(# =;"( ‘&=;(6 =;’( ‘&=;%%

表 #!广西防城港地区健康成年男性各年龄组血清维生素]&%参考值范围!OF?,/"
年!龄#岁$ 人数 平均值 中位数 ; P%;" ‘P’:;" P" ‘P’"
%$ ‘%’ "=’ 6"";%’ 6#’;($ %%(;%# %’";6( ‘&&’6;:" ###;’$ ‘&$:&;"$
#$ ‘#’ 66’ 6’";:" 66";&$ %%’;$$ #%";:$ ‘&%$&;$$ #6%;6" ‘&&$&;"$
=$ ‘=’ =’’ :$%;6" 6’$;:$ %#’;6( %"$;"" ‘&%&=;"$ #=&;"$ ‘&&&’;$$
"$ ‘"’ &(( :%:;’= :&$;#$ %6$;6$ ##&;#= ‘&#=#;:$ #6";%’ ‘&%&’;="
6$ ‘6’ &&6 :#(;$= 6’’;(" #%$;"% &($;=% ‘&==6;(( %6:;(# ‘&#$’;=$

>2讨论
>=82叶酸不仅在人体生长发育阶段"甚至在整个生
命活动中都必不可少% 在危害人口质量的诸多危险
因素中"出生缺陷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我国又
是各种出生缺陷最多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叶酸对
健康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它对常见的出生缺陷有
不同程度的预防作用% 早在 &’’( 年"美国就开始了
对孕妇加强叶酸的干预措施来降低婴儿脊柱裂和其

他相关出生缺陷发生率(6) % 近年来"叶酸引起了人
们的广泛关注"主要是由于大量研究报道叶酸缺乏
与多种疾病相关"其中包括冠心病(:) *老年人的认
知障碍(() *宫颈癌(’) *结肠癌(&$) *乳腺癌(&&) *白血
病(&%) *胰腺癌(&#)等% 甚至有研究报道叶酸与男性
的生育功能有关(&=) % 维生素]&%"作为辅助因子"在
叶酸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 虽然维生素 ]&%缺乏很
少引起严重贫血"但是维生素]&%与血液和神经系统
异常呈负相关% 有报告指出"叶酸摄入量可能会掩
盖维生素]&%缺乏"尤其是在维生素 ]&%吸收不良的
老年人(&") % 因此"监测叶酸和维生素 ]&%水平将是
十分必要的%
>=;2以往已有大量文献报道了妇女和儿童中的叶
酸和维生素]&%水平"但极少有关男性的叶酸和维生
素]&%的报道"本次研究发现"男性血清叶酸平均水
平为 ’;=(##;#& ‘#%;$:$4F?,/"与一个欧洲研究报
道的结果相似(#) % 但是男性血清维生素 ]&%水平为
6’&;((#:(;&( ‘&’#=;$$$OF?,/"明显高于国外报道
的 #&%;(( O,1/?V#=%";"% OF?,/$ (#) "这可能是由于
本次研究观察对象是年龄在 %$ ‘6’ 岁的男性"而前
者的研究对象是年龄在 #" ‘($ 岁的男性% 此外"年
龄*生活习惯*遗传因素或研究人群的差异也可能导
致研究结果的差异% 众所周知"维生素]&%主要来源
于谷物*家禽*牛肉和鱼"防城港地区是中国南部的

一个沿海城市"鱼是当地人日常饮食中主要的食物%
因此"食物这一影响因素也有可能是导致血清维生
素]&%水平较高的原因%
>=>2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血清维生素 ]&%水平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与最近美国的一项大规模研
究数据一致(&6) "尽管一些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
加"老年萎缩性胃炎的患病率增加"血清维生素 ]&%
水平应该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 这次调查结果还
表明"血清叶酸水平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在 =$ ‘
=’ 岁时叶酸水平达到峰值"此后随着年龄增加而下
降% 目前还没有研究报道类似的结果"因此"需要进
一步分析其原因%
>=?2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
人民的膳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定新的血
清叶酸和维生素]&%的正常参考值范围就显得十分
必要% 此外"在本研究中"血清叶酸和维生素 ]&%的
正常参考值范围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应该根据
不同的年龄段制定相应的正常参考值范围% 因此"各
地区各实验室应建立各自的健康人群的正常参考值

范围"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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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几种东亚人群中常见的线粒体 aY<#,EaY<$单倍型与散发性帕金森病#Pa$的关
系% 方法!用酚?氯仿法从 :’ 例Pa患者和 6# 名健康对照者的外周静脉血中提取基因组 aY<"采用限制片
段长度多态性#PW9+9nVP$方法对其进行 = 个东亚人群常见的 ,EaY<单倍型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cYP$位
点的检测% 结果!Pa组检出单倍型<% 例"单倍型W= 例"单倍型a" 例"单倍型R% 例&对照组检出单倍型
<# 例"单倍型W’ 例"单倍型a( 例"单倍型R& 例% 在这 = 种单倍型中"单倍型R的Pa致病相对危险度最
高"而单倍型W最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p$;$"$% 结论!在我们研究的 = 种单倍型中"没有发现 Pa致
病相对优势单倍型"虽然单倍型W致病相对危险度最低"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样本量作年龄和性别分层研究
来证实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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