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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不同取血方法和动静脉血对 b>G?<C大鼠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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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断头取血与腹主动脉取血及腹主动脉血与腹主静脉血对 b>G?<C大鼠生化指标的影响!为毒理

学试验中的取血方法和取血部位的选择提供依据和参考" 方法"选择 b>G?<C大鼠 +# 只)雌1雄各 -# 只*!按体质

量随机分为断头取血组和腹主动1静脉取血组!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Z]#,VJ#,1Y#,VZ#,EZ#JU8#=%R#

=7T#ZY#YVU等指标" 结果"两种取血方法在两种性别大鼠中!上述测定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两种性别

大鼠断头取血组 ,1Y#=%R#Z]#,VJ#,VZ#,EZ#=7T#ZY都高于腹主动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YVU

为断头组偏低!雌性大鼠断头取血组 JU8高于腹主动脉组!两项指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动静脉取

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ZY#YVU等生化指标中!两种性别大鼠腹主动脉组 ZY含量较低!而 YVU含量只有雄性

大鼠腹主动脉组高于腹主静脉组!两项指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结论"不同的取血方法及动静脉血

对 b>G?<C大鼠的生化指标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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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研究无论在食品还是药品领域都是十
分重要的&临床生化检测又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评
价指标* 许多临床生化指标性质上可能是短暂靶

器官系统损害的真正结果与特殊靶器官作用有关
的生物化学指标 -!. * 因此生化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对最终的评价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测定生化指标
的影响因素多见于临床领域的报道 -$. &而在动物
实验方面则鲜见报道* 毒理学研究离不开实验动
物&大鼠是动物实验常用的动物之一&可运用多种
取血方法进行试验研究* 本文选择了常见的两种
取血方法&即断头取血和麻醉后腹主动脉取血&观



不同取血方法和动静脉血对 b>G?<C大鼠生化指标的影响!!!曹丽歌&等 ! -&""" !

察不同取血方法下大鼠物质代谢)肝肾功能等常
规生化指标的变化&同时探究不同取血部位血液&
即腹主动脉血和腹主静脉血对生化指标的影响&
为毒理学实验取血方法和取血部位的选择提供依
据和参考*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动物

健康b>G?<C大鼠#+ 周龄$+# 只#雌1雄各 -# 只$&
体质量雄性为#$+* r$$$ K&雌性为#$!# r$$$ K"大
鼠由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合格证
号%E=ek#京$$#!$.###!."动物饲养场所由首都医
科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 -合格证号% EXek#京 $
$#!#.##$#.&室内温度#$$ r$$ h&相对湿度#&# r
$#$‘"真空包装无菌饲料由北京科澳协力饲料有
限公司提供-合格证号%E=ek#京$$#!-.##!#.*
!’!’$"主要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 7QZ,=7Q$&一次
性真空采血管#含分离胶$)一次性真空采血管配套
用针均购自美国 JW*

罗氏诊断试剂 #上海罗氏公司$)戊巴比妥钠
#德国 B̂CH$)注射用生理盐水*
!’$"方法
!’$’!"试剂配制

将戊巴比妥钠临用前用无菌生理盐水配制成
/‘的溶液* 总蛋白#Z]$)白蛋白#,VJ$)谷丙转氨
酶#,VZ$)谷草转氨酶#,EZ$)尿素氮#JU8$)肌酐
#=%R$)总胆固醇 #=7T$)甘油三酯 #ZY$)葡萄糖
#YVU$以上试剂的配制均参照试剂说明书配置*
!’$’$"实验动物处理

动物购入后&适应环境 / D&雌1雄分开 #各
-# 只$&按体质量随机分别分为两组&每组 $# 只大
鼠* 将各组动物禁食#不禁水$!$ 6&将其中雌1雄各
一组进行断头取血&另外 -# 只进行腹腔注射 /‘
!’# IA1HKJb 戊巴比妥溶液麻醉&注射后采用仰卧
位以翻正反射且无疼痛反应作为麻醉成功的标准*
"""

将腹腔剖开&先找到腹主静脉&用一次性注射器取
静脉血&再用一次性真空采血管取动脉血* 取血后
室温静置 ! 6&/ ### C1I>; 离心 !# I>;&分离血清&
待测指标*
!’$’/"观察指标及测定方法

总蛋白)白蛋白)尿素氮)甘油三酯为比色法&
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为国际临床化学协会
#Q(==$推荐的酶比色法&肌酐为苦味酸法&胆固醇
为酶比色法&葡萄糖为己糖激酶比色法*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EE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进行 0
检验&C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断头取血和腹主动脉取血对大鼠生化指标的
影响

断头取血组与腹主动脉取血组各指标比较&除
JU8含量两组差异不明显外&雄性 b>G?<C大鼠其余
生化指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其中大
部分指标 #Z]),VJ),1Y),VZ),EZ)=%R)=7T)
ZY$&断头取血组都高于腹主动脉取血组&而只有在
葡萄糖#YVU$含量上&为断头取血组偏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Cc#’#&$&见表 !*

与腹主动脉取血组比较&断头取血组雌性大鼠
血清中 Z]),VJ),VZ),EZ)=7T)ZY),1Y)=%R含
量升高&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而 YVU)
JU8含量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YVU
含量降低与雄性大鼠结果一致&见表 $*
$’$"腹主动脉和腹主静脉对大鼠生化指标的影响

雄性大鼠腹主动脉血清中 Z]),VJ和 ,1Y与
腹主静脉组相比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腹主动脉组的 ZY含量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而 YVU含量则高于腹主静脉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Cc#’#&$&见表 /*

腹主动脉组与腹主静脉组比较#见表 -$&雌性
大鼠腹主动脉血清中 Z]),1Y与腹主静脉组相比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VJ含量腹主动脉
"""表 !"雄性 b>G?<C大鼠两种取血方法生化指标的比较##=r2&( q$#$

Z<MAB!"ZP@MA@@D G<ILA>;KIB?6@DG@; M>@46BI>4<A>;D>4<?@CG>; I<ABb>G?<CC<?

取血方法
Z]

1#K1V$
,VJ
1#K1V$

,1Y
,VZ
1#U1V$

,EZ
1#U1V$

断头取血组 *$’#$ r!’&* /0’*0 r!’!$ !’)+ r#’!! &)’!! r&’+) !)$’#) r//’#)

腹主动脉取血组 &)’$# r!’*&! /-’+$ r!’$+! !’&* r#’!/! /0’+# r-’&/! 0/’$/ r+’&/!

取血方法
JU8

1#II@A1V$
=%R

1#&I@A1V$
=7T

1#II@A1V$
ZY

1#II@A1V$
YVU

1#II@A1V$

断头取血组 -’0) r#’)- $&’-& r$’#! $’$# r#’/! #’+0 r#’$/ &’*0 r#’-!

腹主动脉取血组 &’!! r#’)) $$’-& r$’)$! !’+* r#’!+! #’&/ r#’!+! )’)$ r!’!&!

注%!表示与断头取血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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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雌性 b>G?<C大鼠两种取血方式生化指标的比较##=r2&( q$#$

Z<MAB$"ZP@MA@@D G<ILA>;KIB?6@DG@; M>@46BI>4<A>;D>4<?@CG>; 5BI<ABb>G?<CC<?

取血方法
Z]

1#K1V$
,VJ
1#K1V$

,1Y
,VZ
1#U1V$

,EZ
1#U1V$

断头取血组 **’)# r$’-# -/’0! r$’// !’0/ r#’!- &!’#0 r&’#$ !)0’-0 r!+’$!

腹主动脉取血组 &+’&- r!’)$! /)’)+ r!’$#! !’+/ r#’!*! /#’)& r-’))! +0’/) r!/’!+!

取血方法
JU8

1#II@A1V$
=%R

1#&I@A1V$
=7T

1#II@A1V$
ZY

1#II@A1V$
YVU

1#II@A1V$

断头取血组 *’#& r!’#0 /#’-& r-’+* !’0* r#’$& #’*$ r#’!+ &’)- r#’&*

腹主动脉取血组 *’0/ r!’!#! $)’!# r-’/+! !’-+ r#’!&! #’/* r#’!-! *’-+ r#’-/!

注%!表示与断头取血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表 /"雄性 b>G?<C大鼠腹主动1静脉血生化指标的比较##=r2&( q$#$

Z<MAB/",C?BC><AMA@@D <;D OB;@:GMA@@D @; M>@46BI>4<A>;D>4<?@CG>; I<ABb>G?<CC<?

组别
Z]

1#K1V$
,VJ
1#K1V$

,1Y
,VZ
1#U1V$

,EZ
1#U1V$

腹主动脉组 &)’$# r!’*& /-’+$ r!’$+ !’&* r#’!/ /0’+# r-’&/ 0/’$/ r+’&/

腹主静脉组 &0’/* r$’$$! //’#) r!’/+! !’$* r#’!#! -/’#/ r&’!! 0)’*& r+’+&

组别
JU8

1#II@A1V$
=%R

1#&I@A1V$
=7T

1#II@A1V$
ZY

1#II@A1V$
YVU

1#II@A1V$

腹主动脉组 &’!! r#’)) $$’-& r$’)$ !’+* r#’!+ #’&/ r#’!+ )’)$ r!’!&

腹主静脉组 -’)& r#’)# $!’+# r$’*& !’0+ r#’$# #’** r#’$#! *’$/ r#’-0!

注%!表示与腹主动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表 -"雌性 b>G?<C大鼠腹主动1静脉血生化指标的比较##=r2&( q$#$

Z<MAB-",C?BC><AMA@@D <;D OB;@:GMA@@D @; M>@46BI>4<A>;D>4<?@CG>; 5BI<ABb>G?<CC<?

组别
Z]

1#K1V$
,VJ
1#K1V$

,1Y
,VZ
1#U1V$

,EZ
1#U1V$

腹主动脉组 &+’&- r!’)$ /)’)+ r!’$# !’+/ r#’!* /#’)& r-’)) +0’/) r!/’!+

腹主静脉组 *$’&+ r$’/!! /*’&# r$’#/! !’-# r#’!-! //’** r&’// 0!’*) r0’&&

组别
JU8

1#II@A1V$
=%R

1#&I@A1V$
=7T

1#II@A1V$
ZY

1#II@A1V$
YVU

1#II@A1V$

腹主动脉组 *’0/ r!’!# $)’!# r-’/+ !’-+ r#’!& #’/* r#’!- *’-+ r#’-/

腹主静脉组 *’&- r!’#/ $)’0& r/’)0 !’&/ r#’!& #’-+ r#’!&! *’$& r#’/&

注%!表示与腹主动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组略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与雄性大鼠
的结果基本一致* 腹主动脉组的甘油三酯#ZY$含
量略低于腹主静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
#’#&$* 但是葡萄糖#YVU$含量差别不明显*

/"讨论
为了充分说明问题&得到更加可靠的研究结

果&考虑到大鼠性别因素对于生化指标的影响 -/.-. &
故本试验采用雌1雄两个性别分别对两种取血方法
和动静脉血对生化指标影响进行比较* 经过生化
仪的测定和对结果的统计&发现两种取血方法的差
异明显&而动1静脉采血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部分生
化指标上*

从试验结果看&除 JU8含量在雌性比较中有不
同外&两种性别所检测的指标各自比较后均出现了
明显的区别&且数值趋向也一致&故本文讨论上述
取血方法影响因素时将结合雌雄两个性别一同讨
论* 先从两种取血方法得到的血液质量和成分分
析&断头取血多为动1静脉混合血&有时还会混入组
织液)动物的毛发等&血液成分较复杂&很容易产生

溶血* 如果血液发生了溶血&血液细胞内的高含量
物质进入血清&从而会导致其检测值升高 -&. * 而腹
主动脉取血顾名思义得到的血液样本全部是动脉
血&成分单一&可以避免溶血情况的发生* 所以血
液成分是否引发溶血可能是两种取血方法生化指
标出现差异的一个因素* 其次&麻醉与应激的因素
分析&本试验腹主动脉取血选用的戊巴比妥钠是动
物实验较常用的麻醉剂之一&不同的麻醉药物可不
同程度的引起大鼠静脉血血气)电解质及能量代谢
产物的改变 -*. * 谭剑斌等 -).认为大鼠经戊巴比妥
麻醉后血清 YVU含量比麻醉前逐渐增高&这和本试
验的结果相符* 断头取血可引起动物的应激反应&
过强的应激反应会引起机体一系列指标的变化&甚
至可能会对动物实验研究结果产生背景性干
扰 -+.0. &这可能是两种取血方法引起大鼠生化指标
差异另外的因素*

本试验结果表明动1静脉血生化指标的差异主
要体现在 Z]),VJ),1Y)ZY和 YVU指标上&其中虽
然 Z]),VJ的检测结果与李勇等 -!#.的研究结果相
近&但结合历史数据来看&在一种取血方法中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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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出现的差异也有出现&所以是否存在生物学意
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ZY和 YVU则与严妍
等 -!!.的试验结果不相符&这可能与取血的部位不同
有关* 雄性大鼠动脉血 YVU浓度明显高于静脉血
YVU&可能是由于机体各组织对动脉血中 YVU的利
用而导致静脉血中 YVU的减少&也不排除与血液循
环中红血球对 YVU的酵解作用及血浆中存在的某
些糖代谢的酶作用有关 -!$. * 而雌性大鼠动1静脉血
YVU浓度并无太大区别&两种性别 YVU比较的结果
不一致&是否存在性别比较差异&还需要进行重复
试验)增加样本量等进一步的研究得出结论*

综上所述&不同的取血方法及动1静脉血对大
鼠的生化指标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需要充分考虑血
液质量)麻醉剂使用和应激反应等因素后&根据试
验目的&结合自身试验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法和部
位取血&从而得到可靠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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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冷冻#速冻$肉制品有关问题的复函
食药监办食监一函$$#!&%)0# 号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冷冻)速冻*肉卷生产许可有关问题的请示’ )辽食药监生+$#!&,-- 号*收悉" 经研究!现函
复如下%

一#你局请示中所述的-冷冻)速冻*肉卷.产品%以畜禽为主料!以调味品为辅料添加焦磷酸钠#三聚磷
酸钠#碳酸氢钠#抗坏血酸钠#葡萄糖酸内酯#沙蒿胶多种复配食品添加剂并经过滚揉#腌制等加工过程!其
已改变了冻肉的保水率#]7值#化学组成等化学性质!也改变了冻肉的色泽#粘度#气味等物理性质!因此!

不符合&农业部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 )农质发+$#!-,!-

号*有关初级农产品的定义" 根据上述加工工艺!该类产品应属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YJ$)*#($#!-*中附录 R食品分类系统中的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范畴"

二#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YJ))!+($#!!*中 -’!’$ 的食品名称规定!上述
食品不应以-冷冻)速冻*肉卷.易使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食品名称命名!而应使用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
理料*范畴的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

三#请你局参照&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版*’对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产品实施食品
生产许可!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YJ$)*#($#!-*#&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YJ))!+($#!!*"

)相关链接%6??L%11PPP345D<3K@O34;1bE#!1=V!$#!1!/)++#36?IA*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