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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毛发皮质醇测量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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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发是评估下丘脑&#8722;垂体&#8722;肾上腺轴(HPA轴)慢性活性变化很好的样品，毛发皮质醇的提
取方法非常重要。为保证毛发皮质醇提取过程的可靠性，实验使用了液氮冷冻研磨；设计了空白对照组（磷酸缓

冲液(PBS)）（n=3）、原管组(n=10)和新管组(n=10)，以检验缓冲液、离心管对提取的潜在干扰；对同一动

物样品(n =16)两次独立提取的结果及毛发皮质醇浓度与受到的极端攻击量（血浆皮质醇浓度的间接指标）

(n=16)进行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空白对照组测量结果为0 pg/mg；新管浓度值与原管无显著性差

异(F（1，19）=0.041, P=0.843，one-way ANOVA)；两次独立提取结果高度正相关（r=0.893，
P=0.000）；皮质醇浓度与受到的极端攻击量中度正相关（r=0.591，P=0.008）。因此，离心管、缓冲液对
实验没有显著性干扰，溶液中皮质醇来源于毛发样品；提取操作流程可靠，所得数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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