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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前言

《临床检验生物化学实验指导》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系涂植光教授主编
的《临床检验生物化学》的配套实验教材，由来自全国开办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的10所医学院校
的11名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授或副教授编写。本教材主要适用于医学检验专业四年制或五年制本科
的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实验教学，也可作为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和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参考书。教材中的实验内容各院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选择开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
展，临床生物化学分析技术不断更新，先进的实验仪器及试剂盒广泛的应用，医学检验技术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为适应我国医学检验专业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了本套医学检验专业教材的编
写，这套教材是国家“十五”重点立项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
中的医学子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医学检验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创新与实践”的内容之一
。根据2005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海南三亚召开的医学检验专业教材主编会议精神，为了使本教材成
为涂植光教授主编的《临床检验生物化学》真正配套的实验教材，并让学生对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有
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我们改变了以往实验教材以各代谢物检测为主线或以各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为主
线的编写格式，进行了按理论教材章节编写相应检验项目的新尝试，这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为了避免
与本套教材中的其他教材重复，本教材还取消了光谱技术、层析技术、电泳技术等章节。个别实验放
在器官疾病生物化学检验实验中。本教材分16章共计124个实验，每个实验包括原理、试剂（试剂与器
材）、操作步骤、计算、参考范围、临床意义、注意事项及评价等八项。本书主要分两部分：一是临
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以综合性实验方式编写。即酶学基本实验、方法学评价与试剂盒评价两章。将
综合性实验编入实验教材，符合目前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的机能学课程需要开
设综合性实验的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分析问题以及创新意识的能力。二是以器官疾
病为中心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与理论教材章节相配套。在这部分中，为了让学生较全面地理解检测
项目的选择目的和方法学的发展历史，每章先概述应检验哪些项目，对于本教材需要介绍的检测项目
，先概述方法学评价或历史发展，再具体介绍本书选择的实验。一般一个检测项目介绍两种方法，一
种是在教学中较常开展的；另一种则是目前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或代表目前检测水平的方法。为了介绍
更多的方法，类似的检验项目则介绍不同的检验方法。对于多种疾病均要检验的项目，前面的章节先
介绍，后面章节需再用此实验项目的则采用参见方式。由于有的实验无法在教学实验室完成，因此我
们补充了全实验室自动化系统、琼脂糖凝胶自动电泳和血气分析标准化操作程序三个真人规范化演示
实验录像，特别是全实验室自动化系统是今后临床实验室的发展趋势，作为补充内容制成光盘的赠予
教师供教学参考。前两个录像由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刘忠民主任技师、后一个由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贾成瑶副主任技师负责组织录像，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检验医学界许多
同行专家的指点和帮助，同时得到广东医学院检验学院和重庆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的大力支持，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检验医学发展迅速，内容涉及广泛，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
不足之处或错误，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在使用过程中给予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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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检验生物化学实验指导》分16章共计124个实验。《临床检验生物化学实验指导》主要分两部分
：一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以综合性实验方式编写。二是以器官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
，与理论教材章节相配套。《临床检验生物化学实验指导》的主要特色是改变了以往实验教材以各代
谢物检测为主线或以各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为主线的编写格式，进行了按理论教材章节编写相应检验项
目的新尝试，从而对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项目有一个完整系统认识。本教材主要适用于医学检验专业
本科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实验教学，也可作为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硕士研究生人
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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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酶学基本知识实验实验1 分离纯化小麦胚芽中酸性磷酸酶实验2 酶蛋白含量测定及比活性分析
实验3 酸性磷酸酶时间进程曲线实验4 酸性磷酸酶酶浓度-速率曲线实验5 pH-酸性磷酸酶活性曲线实
验6 酸性磷酸酶米氏常数的测定实验7 磷酸盐对酸性磷酸酶活性的抑制作用第二章 方法学评价与试剂
盒评价实验第一节 方法学评价试验实验8 线性范围测定实验9 检测能力测定实验10 批内重复性试验实
验11 回收试验实验12 干扰试验实验13 方法比较试验第二节 试剂盒质量评价试验实验14 GOD-POD法测
定葡萄糖的反应时间进程曲线试验实验15 GOD-POD法测葡萄糖试剂盒的稳定性试验实验16 应
用EP10-A文件对试剂盒的初步评价第三章 糖代谢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血清(浆)葡萄糖测定实
验17 葡糖氧化酶法测定血清(浆)葡萄糖实验18 己糖激酶法测定血清(浆)葡萄糖实验19 邻甲苯胺法测定
血清(浆)葡萄糖实验20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第二节 血清(浆)糖化蛋白的测定实验21 高效液相色谱法分
离糖化血红蛋白实验22 硝基四氮唑蓝还原法测定果糖胺第三节 与糖代谢紊乱相关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实
验23 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胰岛素实验24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C肽实验25 酶动力学法测定血清β-羟
丁酸实验26 乳酸氧化酶法测定血浆乳酸第四章 血浆脂质及脂蛋白代谢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血
浆脂质的测定实验27 乙酰丙酮显色法测定血清三酰甘油实验28 磷酸甘油氧化酶法测定血清三酰甘油实
验29 胆固醇氧化酶法测定血清总胆固醇第二节 血浆脂蛋白的测定实验30 磷钨酸-镁沉淀法测定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实验31 均相法测定血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实验32 聚乙烯硫酸盐沉淀法测定血清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实验33 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脂蛋白(a)实验34 免疫比浊法测定C反应蛋白第三节 血清载脂
蛋白的测定实验35 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血清载脂蛋白A1和载脂蛋白B第五章 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的
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钾、钠离子的测定实验36 离子选择性电极电位法测定血清钾、钠离子实验37 酶
法测定钾离子实验38 酶法测定钠离子第二节 氯离子的测定实验39 硫氰酸汞比色法测血清氯离子实验40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测血清氯离子第三节 血气分析实验41 血气分析实验42 酶法测定血浆二氧化碳第六
章 骨代谢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血清钙、磷、镁测定实验43 邻甲酚酞络合酮直接比色法测血清
总钙实验44 离子选择性电极电位法测定钙离子实验45 米吐尔直接显色法测定血清磷实验46 甲基麝香草
酚蓝法测定血清镁第二节 血清碱性磷酸酶测定实验47 磷酸苯二钠比色法测定血清碱性磷酸酶第三节 
钙和磷及骨代谢调节激素测定实验48 放射免疫法测定甲狀旁腺素第七章 微量元素与维生素异常的生物
化学检验第一节 微量元素的测定实验49 双环己酮草酰二腙比色法测定血清铜实验50 吡啶偶氮酚比色
法测定血清锌实验51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微量元素铅第二节 维生素的测定实验52 三氯化锑比色
法测定维生素A实验53 荧光法测定维生素B2实验54 直接碘量法测定维生素C实验55 荧光法测定维生素E
第八章 营养状况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56 亚铁嗪比色法测定血清铁实验57 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铁蛋白
实验58 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血清前清蛋白第九章 肝胆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肝脏分泌与排泄功
能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59 改良J-G法测定血清总胆红素和结合胆红素实验60 胆红素氧化酶法测定总胆
红素和结合胆红素实验61 酶比色法测定总胆汁酸实验62 四溴酚酞磺酸钠清除试验第二节 肝脏蛋白质
合成功能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63 双缩脲法测定血清总蛋白实验64 溴甲酚绿法测定血清清蛋白实验65 羟
胺三氯化铁比色法测定血清胆碱酯酶实验66 乙酸纤维膜电泳分离血清蛋白质第三节 肝脏疾病的相关酶
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67 赖氏法测定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实验68 连续监测法测定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实验69连续监测法测定血清γ-谷氨酰基转肽酶实验70 苄醛偶氮萘酚法测定血清单胺氧化酶第四节 
酒精性肝病和肝性脑病等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71 微量扩散法测定血液乙醇的含量实验72 酶法测定血浆
氨第五节 肝肿瘤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73 放射免疫(双抗体)法测定甲胎蛋白第十章 肾脏疾病的生物化学
检验第一节 反映肾小球功能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74 除蛋白碱性苦味酸法测定血清肌酐实验75 不去蛋
白速率法测定血清肌酐实验76 内生肌酐清除率的测定实验77 二乙酰-肟法测定血清尿素实验78 脲酶-波
氏比色法测定血清尿素实验79 酶偶联速率法测定血清尿素实验80 尿酸酶-过氧化物酶偶联比色法测定
血清尿酸实验81 乙酸纤维膜电泳分离尿蛋白第二节 反映肾小管功能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82 酚红排泄
试验实验83 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尿)β2-微球蛋白第十一章 心血管系统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心肌损伤及再灌注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84 肌酸比色法测定血清肌酸激酶实验85 免疫抑制法测定肌酸激
酶同工酶CK-MB实验86 琼脂糖凝胶电泳法测定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实验87 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心肌
肌钙蛋白T第二节 高血压的相关生物化学检验实验88 荧光比色法测定尿儿茶酚胺实验89 放射免疫法测
定血浆肾素第三节 心功能不全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90 EI．ⅡSA法测定脑钠肽第十二章 内分泌疾病的
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下丘脑-垂体內分泌功能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91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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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长激素实验92 电化学发光法测定催乳素第二节 甲状腺功能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93 酶联免疫
吸附法测定促甲状腺激素实验94 放射免疫法测定总T3实验95 放射免疫法测定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或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第三节 肾上腺功能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96 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浆或24 h尿醛固
酮实验97 尿17-酮类固醇测定实验98 尿17-羟皮质类固醇测定实验99 尿香草扁桃酸测定实验100 化学发
光法测定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第四节 性激素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101 竞争性放射免疫分析法测
定睾丸酮实验102 化学发光法测定雌二醇第十三章 消化系统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第一节 胃病的生物化
学检验实验103 滴定法测定胃酸分泌实验104 连续监测法测定胃蛋白酶第二节 胰腺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
实验105 碘-淀粉比色法测定血清淀粉酶实验106 连续监测法测定血清淀粉酶实验107 比浊法测定血清脂
肪酶第十四章 神经系统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108 邻联大茴香胺比色法测定血清铜蓝蛋白实验109 放
射免疫法测定血浆P物质实验110 生物发光法测定血清γ-氨基丁酸第十五章 妊娠及其相关的生物化学
检验第一节 正常及异常妊娠的生物化 学检验实验111 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测定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实验112 竞争性化学发光酶免疫法测定孕酮第二节 评价孕妇与胎儿的健康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113 肺成
熟度组合试验-泡沫试验或振荡试验第三节 妊娠与相关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第四节 新生儿代谢特点与
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生物化学检验实验114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测定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实验115 酶
联免疫法产前筛查孕中期唐氏综合征实验116 金标法产前筛查唐氏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实验117 
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基因 诊断实验第十六章 常用治疗药物监测第一节 强心苷类药物浓度监测实验118 化
学发光酶免疫法测定 地高辛第二节 抗癫痫药物浓度监测实验119 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血浆苯 巴比
妥、苯妥英及卡马西平第三节 免疫抑制药物浓度监测实验12。 荧光偏振免疫法测定全血 环孢素A第四
节 情感性精神障碍药物 浓度监测实验121 干化学法测定血液锂的含量第五节 抗心律失常药物浓度监测
实验122 酶放大免疫测定技术测定血浆(清)利多卡因第六节 抗哮喘药物浓度监测实验123 双波长紫外分
光光度法测定血清氨茶碱及药代动力学参数计算第七节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浓度监测实验124 酶放大免
疫技术测定血清庆大霉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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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一个实验室要引进一个新方法或改进原有的方法时，都必须进行方法学评价试验，欲评价的
方法称为候选方法。所谓方法学评价，就是对候选方法进行实验误差的测定，根据评价试验所测得的
结果与方法学性能判断标准进行比较，决定候选方法是否可以被接受。评价试验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大
致可分为：评价前试验、初步评价试验、最后评价试验及评价后试验。评价前试验主要研究候选方法
的最适条件，对文献报道的最条件进行必要的验证。如果欲改变实验条件，则必须通过实验证明改变
后的实验条件比原来条件为优。这些最适条件包括试剂的浓度，缓冲液的种类、离子强度及pH，标本
与试剂的体积比，反应温度及反应时间，呈色稳定性，吸收曲线与最适波长选择，线性范围等。初步
评价试验包括：批内与日内重复性、回收试验及干扰试验。最后评价试验包括日间重复性和方法对比
试验。根据评价试验的结果，判断方法是否可被接受。如果得出了候选方法可被接受的结论，随后需
进行临床相关研究，包括确定参考范围，特殊患者的标本检测等工作。这类内容属于评价后试验。本
章方法学评价试验选择血糖测定项目，以葡萄糖氧化酶法（GOD-POD法）作为候选方法，己糖激酶
法（HK法）作为对比方法，对GOD-POD法测定血糖进行方法学性能评价。试剂盒评价除上述方法学
评价指标外，还包括试剂的稳定性、酶促反应或化学反应时间进程曲线等性能指标。本章试剂盒评价
试验也选用GOD-POD法测定血糖试剂盒。通过评价试验的教学，旨在让学生熟悉方法学评价和试剂
盒评价试验的设计原则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c for.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NC-CLS）曾制订了一套方法学评价方案
（Evaluation Protocols），能客观而正确地对线性、不精密度、干扰及其他性能指标做出评价。由于该
类评价方案设计合理、规范，近年来国内外发表的方法学研究论文采用上述评价方案者日益增多。学
生在学习这章内容时可查阅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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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已经是08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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