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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分子生物学技术与原子吸收光谱对血清中元素铜(铁和锌的化学形态进行研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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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血清蛋白的方法将血清中的铜!铁!锌分为结合态和非结合态!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分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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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元素的总量及非结合态含量!通过减差法求出血清中结合态元素含量!从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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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在生命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锌

构成多种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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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蛋白质的合成!铜是人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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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重要酶的组成和活化的必需成分!铁是血红蛋白(

肌红蛋白(细胞色素酶等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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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代谢紊乱

与冠心病(肝硬化(糖尿病(肿瘤等疾病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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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不同元素的化学形态生物效应差别很大!它们决定了元素在

生物体内的化学行为!表现出不同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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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元素

作用的研究!不但要对元素的总量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对

元素的存在形态进行研究"目前!医学领域除了药学对中药

中的元素进行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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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和基础医学对机体元素的研

究还在停留在对其总量的探讨!对生物体微量元素化学形态

的研究未见"因此!本文研究了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血清中

不同化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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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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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在上述仪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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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工作曲

线的斜率!根据检出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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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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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蛋白沉淀剂分离元素结合态和非结合态条件的建

立

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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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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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与生物大

分子结合的生物金属和自由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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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中把它们

分为结合态与非结合态"结合态主要指血清中与蛋白结合的

微量元素!非结合态主要指'自由离子!金属小分子配体!

金属多糖及部分和蛋白结合疏松的元素"使用蛋白沉淀剂把

血清中的蛋白沉淀!结合态的微量元素随蛋白进入沉淀中!

上清中剩下的元素即为非结合态元素"在结合态与非结合态

的分离过程中蛋白沉淀剂的选择非常重要!这个沉淀剂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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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的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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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应用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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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增负荷的游泳运动方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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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运动疲

劳模型"对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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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血清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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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血清不同化学

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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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进行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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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血清为分析对象!研究建立了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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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元素化学形态的分离分析方法!结果显示该方法

灵敏!准确!可靠!为探讨微量元素与机体的关系提供了比

单独测量铜(铁(锌总量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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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