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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oH)。D放免试剂盒 ．是将样 品用试剂提 

取后，置于分离柱上 ，将1，25(oH) D从其它维 

生素 D代谢物 中分离出来 ，再经挥发和重组， 

将样品置于包被管中孵育过夜 ，在 计数仪 中 

计 数测 量 。 

1．5 操作步骤：取0．5 ml样 品或 质控并 加入 

提取剂，振荡 1小时以充分提取；离心后取上清 

液置于相应的分离柱中以进一步分离 ．并 以淋 

洗剂淋洗二次 ，二氯 甲烷和蒸馏水清洗一次 ，将 

1，25(OH) D从其它维生素 D代谢物 中充分分 

离。分离完成后 ，每个分离柱中加入洗提液以提 

取 1，25(OH) D并收集在相应试管中 最后。取 

样品至包被管中，加入示踪剂，使” I标记的l， 

25(OH) D与包被管 内壁的特异性抗体竞争结 

台 ，室 温孵育过夜后，清洗 以终止竞争结台反 

应 ，将各管至 7计数仪中计数。最终测定结果以 

pg／m|单 位表示 。 

1．6 统计学处理 ：原始数据用 SPSS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以 ；土 表示 ，采用方差分析和 

直线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检测对象年龄分布 

将检测对象按年龄分成四组 ，各组的人数 

及年龄分布范围见表1所示 ：’ 

衰1 检测对 象年龄(岁)分布情况 

2．2 血清1，25(oH)zD含量 

对1 37例健康女性志愿者进行 了血清l，25 

(oH) D含量的测定 ，结果发现 ，女性健康人群 

的血 清1，25(OH)。D含量 均值是 27．7士11．0 

pg／ml，范围是5．5～60．8pg／ml，该值可作为血 

清1，25(oH)。D含量的正常参考值 。 

衰2 上 海地 区女 性血 清 1，25(OH)zD 

水平的正常参考值(pg／m1) 

注 ；F一 16 187．P<0．001 

进一步 的研究发现 ，血清1，25(OH) D在 

< 5O岁人群 中含量 较高 ，明显 高于老 年妇女 (见 

表3，P<O．001)，即随着年龄的增加，血清1．25 

(oH)。D含量是逐渐降低的。 

衰3 女性血清1．25(OH)2D吉量 (pg／mt)的年龄 比较 

注 ：*与< 50萝 组 上匕较 ，f一49 181．P<O OO1 

对血清1，25(OH)。D与年龄进行的相关回 

归 分 析 结 果 也 表 明 ，两 者 呈 中 度 相 关 (r一 一 

0 473，P<0．0J)，其 回归方程是：D=51．770— 

0．447× 年 龄 ．且 该 方 程 有 统 计 意 义 (F = 

6．246，P< O．01) 

3 讨论 

1，25(OH) D是维生素 D 的活性形式。维 

生素 D在体 内，先在肝脏 经25一羟化酶作用 ． 

产生专性 的中间产物25(OH)D，此后，须 在肾 

脏 经1a一羟 化 酶 作 用 ，生成 1．25(OH)。D发 挥 

其 活性 作用 。1，25(OH) D 的测 定 可用 于一 些 

影响钙代谢的疾病。一系列研究均发现，血清1， 

25(OH) D水平 与钙 吸收高度相关 ，轻微 

的血清1，25(oH) D水平下降 即可明显降低 

肠道钙的吸收，随增龄而发生的肠钙吸收降低 ， 

是 骨质 疏 松症 发生 的病理 机 制之 一 。如 对绝 经 

后妇女补充雌激素，其血清1，25(oH) D水平 

明显增高 ]。此外 ，血清1，25(OH) D水平低 

于23pg／m|，骨折 发生 的危险性 增加2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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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血清1，25(oH) D水平可能与老年人骨质 

疏 松症 ，尤 其是 绝 经后 骨 质疏 松症 的发生 有 一 

定 的关系。此外 ，由于肾1a一羟化 酶活性与1，25 

(oH) D 的 活性 密 切相 关 ，因而 在 慢 性 肾 病 时 

血 1，25(oH) D 水平 可 明显 降低 。因此 ，开 展 血 

清1．25(oH) D水 平的检测分析 ，对探讨骨 质 

疏 松 症和 肾性 骨 病 的发病 机 理 ，并 为临 床 提供 

用 药指南有 重要 意义 。 

由于血清或 血浆 中的1，25(OH) D 比25 

(OH)D水平低1o0～1000倍 ，且存在许 多类似 

代谢物 ，故1，25(OH) D的测定须 先经提取和 

分离，测定方法繁索，费用 昂贵，目前国内尚未 

建立此项指标的测定分析方法及正常值 。 

本文采用美 国 Biosource公司生产 的放 免 

试剂盒，对血清1，25(OH) D含量进行测定。测 

定方法包括分离提取和测定两个步骤。血清中 

1，25(oH) D的分离提取一般采用 HPLC法或 

柱 层 析 法 。由于 HPLC 法 须 经 特 殊 的真 空 装 

置 ，操作繁琐 ，而柱层析法较简便易行 ，且随后 

的包被管方法结果稳定，故本文采用柱层析法 

测定步骤可用放射受体或用放射免疫分析方法 

(RIA)。由于放射受体方法计数时间长，且需用 

活性炭 分离而存 在废 物处 置 问题 。而一般 的 

RIA法由于缺乏特异性抗血清而准确度差 ，且 

这二种方法的正常值波动范围也 比较大。 

美 国 Biosource公 司提供的 1，25(oH) D 

放免试剂盒 ，利用高特异性多克隆抗体的包被 

管分析方法，故方法更快速和方便 。该方法的体 

外 和体 内精 度 (CV )分别 为7．8～ 12．4 和 

10．0～1 2．1 ，提 供 的正 常参考 值为 33．2± 

1 4．5 pg／ml。国外其它实验室报导的正常参考 

值 范 围是 33．6 pg／ml～84．0 pg／ml 、20．1 6 

pg／m[～65．10 pg／m[( 一 36．96 pg／m1)L 。 

目前 ，我们实验室用该方法，对1 37例康女性血 

清1，25(OH)。D含量测定的正常参考值范 围为 

5．5 pg／ml～ 6O．8 pg／ml，均 值 是 27．7± 11．0 

pg／ml。此结果与文献正常值近似 ，可 作 为国 

人血清1，25(OH)zD含量的正常参考值 。 

本 次研究还发现 ，血清1，25(OH) D的含 

量 在 不 同年 龄组 人 群 中 的差 异较 大 ，年 轻女 性 

中的血清1，25(oH) D含量 明显高于中老年女 

性(见 表3)，且 回归 分析 结 果也 表 明 ，血 清 1，2j 

(OH) D含量与年龄存在较好的负相关 。因此 ， 

建议对血清1，25(oH) D含量正常值范 围应按 

年龄段设定，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建立我 

国不 同性 别、不 同年龄段 的血清l，25(oH) D 

含 量的正 常值 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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