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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钠、钾快速分析离子色谱仪》在血液分析中的应用

张新申 蒋小萍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610065）

我们于1988年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的分析仪器

— 《低压钠、钾快速分析离子色谱仪》，已获得

中国发明专利，于1988年6月通过省级鉴定，现有

正式产品出售。

此仪器可在196.130kPa294.195kPa的低压

下完成碱金属、碱土金属，NH4+等阳离子及常见

阴离子的快速分析，检测限达ppb级。

我们用此仪器进行了人血中Na+、K+等离子的

测定。与华西医科大学分析数据作了对照，获得了

较满意的结果。

血清中Na+的测定

取14份人血清，均分两份，用《低压钠、钾快

速分析离子色谱仪》，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用美

国《E4A电解质分析仪》（门诊方法）分别测血清

Na+、K+。Na离子结果见表1。
两组测定值经两均数，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

验 t检验），t0.861，P＞0.20，证明用两种方法

表 1 两种方法测血清Na+结果（mE9/L）

测定血清Na+ ，结果无明显差异。

取其中11214样本用《低压钠、钾快速分析

离子色谱仪》作回收率，其结果分别为96 986％

97.0。因回收率均 95，证明该仪器测定值稳

定性好。

另取一份血清，分别用上述两种方法重复测定

12次，结果见表2。

《低压钠、钾快速分析离子色谱仪》所测的均

值x 142.4mEg/L，标准差SD 168mEg/L，变

异系数CV 1.20％，《禘E4A电解质分析仪》所测的

x 142.5mEg/L，SD 1.73mEg/L，CV 1.21。
因变异系数均＜5 。证明仪器测定值的重复性好。

上述结果经t检验统计，t0.008，P 0.50，亦证明

两种方法测血清Na+结果无明显差异。

血清中K+的测定

测定方法同上，结果见表3。

两组测定值经t检验统计，t0.882，P＞0.20

证明两种方法测血清K+结果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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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甚至离子间出峰次序也会改变。如 Dionex

AS3或AS4柱离子出峰次序为F-CI-NO2Br�

NO-、SO42-，而AS2柱Br-、NO2-在SO2-后出

峰〔 。选用合适分离柱可减少离子间干扰。

（七）稀释试样减少进样量 离子亲合力与

CI-差异大的离子，稀释试样可消除一定程度的干

扰。伊藤久昭 用Dionex 10虸 IC电导器 SA-

Dowex2交换剂柱碳酸盐淋洗液分析海水，试样稀

释10倍，可测定样中Br-、NO3-、SO22， 但对树脂

亲合力相近离子 NO2- 仍无效。另外，适当减少进

样量，也可取得较满意结果。

（八）前处理试样 Tan 测定矿物中

AsV 将提取液稀释还不够理想，用 H+型离子

交换剂处理，先除Fe3+CI-成为HC 再蒸发除去。

分析结果：5 200g/mlAsV ，回收率为 90.8～

112.5％。

结 语

试匝� 中写罅柯氯却 存在，对其它组分测定，会掩盖

邻近峰，造成后行峰展宽，甚至分裂，还会在图谱前

沿出现正的非组分峰影响氟等测定，须采取适当技

术消除干扰。本文所归纳基体氯的各种影响及消除

方法，基本上也都适用于其它阴离子基体的 IC法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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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种方法测血清Na+重复试验 mEg/L

表 3 两种方法 血清K+结果（mE9/L）

讨 论

我们认为采用《低压钠、钾快速分析离子色谱

仪》测血清中Na+K，方法简便，具有灵敏

度高、重复性好、性能稳定的优点，与用《BEC-

KMANE4A电解质分析仪》测定血清K+、Na+的

结果相比较，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一医院儿科血液实

验室认为，二者结果十分接近，无明显差异，且该

仪器价格低廉，耗血量少。因此，该仪器有一定的

特色，具有向临床医学界普及、推广的价值。

要使我们所研制的《低压钠、钾快速分析离子

色谱仪》真正用于临床医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地作

些工作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