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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成人血和尿中铅浓度、血、尿铅同位素比值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地域影响。方法 　用 ICP

- MS测定全血和尿液消化液中铅浓度及铅同位素比值 ,并用 CAIS方法校正基体效应。结果 　成人血铅和尿铅的

平均浓度不同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成人尿铅的同位素比值还随

地区不同而变化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尿铅不能代替血铅作为生物标志物反映体内铅负荷以及铅同位素比

值 ;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不仅血铅同位素比值不同 ,尿铅同位素比值亦不同 ;人体有可能对铅同位素产生“分馏”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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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of lead concentrations and lead isotope ratios between adult blood and urine ,

and the area effects of lead isotope ratios. Method 　Lead concentrations and isotope ratios were determined by ICP2MS , and

were corrected by CAISfor matrix effect. Results 　The lead concentrations in adult blood and urine may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city , the lead isotope ratios in adult blood and urine also may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city ; the lead

isotope ratios in adult blood in Beijing and Chengdu may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The lead in urine could not

reflect the lead concentration and lead isotope ratios in human body as a biomarker ; the lead isotope ratio values in adult urine

might depend on area difference ; the human body may be able to fractionate the lead isot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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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是有毒重金属元素 ,能损害人体各个系统 ,在

人体内的理想负荷值为零[1 ] 。人全血作为测定体内

铅负荷的生物标志物被广泛采用 ,而尿液等其他生

物标志物 ,虽然也有相应的国标方法和参考值 ,但对

其能否准确反映人体铅负荷一直存在争议。有文献

[2 ,3 ]报道铅中毒状况下 ,尿铅浓度和血铅浓度有相

关性 ,而非中毒状况下二者是否相关未有统一结论。

铅同位素比值法作为探索体内铅源的研究手

段 ,国外近年来已有报道[4 ,5 ]
,但大多数研究是以全

血而非尿液作为生物标志物 ,因而研究能否采用尿

铅同位素比值取代血铅同位素比值作为体内铅源探

索的依据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对此 ,国内尚无报道 ,

而国外也只有一篇结论存在一定疑问的相关

文献[6 ]。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样本采集 　随机抽取北京市和成都市

各 10 例 20～40 岁正常成年男性 ,采用真空负压法

采集左臂肘窝静脉血4 ml于低铅肝素锂抗凝管中 ,

并于同一天收集其 24 h 尿样。血样采集当天置

- 25 ℃冰箱保存待测 ,尿液则经真空冷冻干燥处理

后保存待测。

试剂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Pb 同位素标准

物质 GBW 4426 ,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单标贮备

液 Tl (1 000μgΠml) ,基体溶液 (配制方法参见文献

[7 ]) ,BV2Ⅲ超净高纯硝酸 ,高氯酸 (保证试剂) ,18

MΩ超纯水。

112 　前处理 　取完全解冻并摇匀的全血 1 ml 置于

石英消化杯中 ,加入混合酸 (硝酸 + 高氯酸 = 10 + 1)

适量 ,湿法消化至终点 ,全部转移至 5 ml 刻度试管 ,

加入内标 Tl ,去离子水定容至5 ml ,摇匀待测。尿样

与全血的消解方法相同 ,并同步操作试样空白及质

控样。

113 　测定与分析 　采用 Perkin2Elmer Sciex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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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n DRCII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对试样进行

铅浓度及同位素比值的同时测定 ,操作条件如下 :射

频功率1 100 W ,等离子气体流量 15 LΠmin ,辅助气流

量 1185 LΠmin ,雾化气流量 0195 LΠmin ,离子镜电压

611 V ,脉冲电压1 100 V ,跳峰扫描模式 ,扫描点数

150Πreading ,驻留时间 30 ms ,重复次数 9。

测定结果经 CAIS 方法校正基体效应[7 ] 。数据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1210 软件。

114 　质量控制 　实验中使用的仪器 ,如移液管、容

量瓶等均经过国家质检部门检定和校准 ;移液枪经

分析天平校准 ,保证了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溯源性。

采样及测定所用工具和器皿都先用 1∶1 硝酸溶液浸

泡 24 h 后 ,用去离子水冲洗 10 遍 ,晾干后使用。

试样分析过程中 ,同步应用全血铅成分分析国

家标准物质 ( GBW 09133) 进行质控 ,其铅元素含量

均落在标准值范围内 ,说明测定结果准确可靠。

2 　结果 　

铅浓度及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 ;

且算术均数、几何均数和中位数相近 ,说明测定结果

统计学意义上可信。

211 　血铅和尿铅浓度及相关分析结果 　表 1 为北

京市和成都市成人血铅和尿铅浓度测定结果。浓度

的 t 检验结果表明 : (1)每个人的血铅浓度都高于自

身的尿铅浓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 (2)

北京市成人血铅浓度明显低于成都市成人血铅浓

度 ,差异有统计学 ( P < 0101) ; (3) 两个城市成人的

尿铅浓度接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血铅和尿铅浓度测定结果

北京市 成都市

血铅 尿铅 血铅 尿铅

样品数 10 10 10 10

算术均值 (μgΠL) 72149a ,b 7183a 126154a ,b 7138a

标准偏差 17170 2137 39141 2187

几何均值 (μgΠL) 70162 7152 117102 6152

中位数 (μgΠL) 64162 7139 130158 7172

注 :a 表示同一城市成人血铅和尿铅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b 表示北京市和成都市成人同一生物材料的铅浓度差异

具有显著性 ( P < 0101) 。

　　血铅和尿铅浓度相关分析表明 ,北京的血铅与

尿铅浓度不相关 ( P > 0105) 。成都的血铅与尿铅浓

度也不相关 ( P > 0105) 。

212 　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及相关分析结果 　表

2 为北京市和成都市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测定及

相关分析结果。

表 2 　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及相关分析结果

同位素比
北京市 成都市

血铅 尿铅 血铅 尿铅
204 PbΠ206 Pb 0105817a ,b 0105917a 0105543a 0105138a

207 PbΠ206 Pb 0186832a ,b 0185969a ,b 0186003a ,b 0184826a ,b

208 PbΠ206 Pb 2111921a ,b 2109376a ,b 2110006a ,b 2106587a ,b

注 :a 表示同一城市成人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b 表示北京市和成都市成人同一生物材料的铅同位

素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

　　同位素比值的 t 检验结果显示 : ①同一城市成

人血铅与尿铅在 3 对铅同位素比值上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P < 0101) 。②对于同一生物材料 ,北京市

成人血铅与成都市成人血铅在 3 对同位素比值上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北京市成人尿铅与

成都市成人尿铅在204 PbΠ206 Pb上无统计学意义 ,其余

2 对同位素比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

同一城市血铅和尿铅的相关分析表明 ,北京市

成人的血铅与尿铅同位素比值在204
PbΠ206

Pb 上具有

相关性 (0101 < P < 0105) ,在其余同位素比值上均不

相关 ( P > 0105) ;成都市成人的血铅与尿铅在 3 对

同位素比值上均不相关 ( P > 0105) 。

213 　血铅与尿铅同位素比值分布 　为更直观显示

两城市血铅与尿铅的关系 ,图 1 和图 2 分别给出了

北京市及成都市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在
207 PbΠ206 Pb及208 PbΠ206 Pb方向上的分布 ,由图可得 ,两

个城市全血和尿液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均有明显的差

异 ,且全血的铅同位素比值均大于尿液。

图 1 　血和尿中207 PbΠ206 Pb 的比较

3 　讨论

人体铅可以随尿排出 ,但尿铅浓度波动较大 ,采

样和检测操作影响因素很多。本次实验采用 24 h

尿液标本 ,克服了单次尿样浓度的波动性 ,但尿铅与

—892—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7 年第 19 卷第 4 期



图 2 　血和尿中208 PbΠ206 Pb 的比较

血铅在浓度上仍无相关性 ,说明尿铅作为体内铅负

荷水平的指标意义不大 ,这与文献[6 ]报道一致。
204

Pb 在自然界的丰度很小 ,故在样品中的浓度

较低 ,很难准确测量[9 ]
,因此 ,北京市成人尿铅与成

都市成人尿铅在204
PbΠ206

Pb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

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而207
PbΠ206

Pb 和208
PbΠ206

Pb 相对

可靠 ,可作为主要考量值。

曾静等人发现北京市和成都市 3 个血铅同位素

比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8 ]
,本研究所得北京市

和成都市的尿铅浓度及同位素比值比较结果 ,除可

靠性较差的204
PbΠ206

Pb 外 ,其余 2 组结果均与曾静的

相同 ,显示处于不同城市的人不仅血铅同位素比值

不同 ,尿铅同位素比值亦不相同。北京和成都生活

环境及食品铅来源的地域差异[8 ]
,可能是两地成人

血铅同位素比值之间以及尿铅同位素比值之间存在

差异的原因。

非职业接触铅主要从消化道和呼吸道进入人

体 ,入血后再分布至全身其他组织和器官 ,最后以尿

液和粪便为主要途径排出体外[10 ] 。本次研究发现

同一城市的成人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且二者无相关性 ,说明尿铅同位素比值不

能代替血铅同位素比值用于探索体内铅源。传统理

论认为金属工艺过程能引起铅同位素比值发生一定

的变化 ,称为“同位素分馏”,但各种化学实验[11 ] 证

实铅的工艺流程不会产生现代仪器可测量的铅同位

素比值改变 ;而铅各个同位素在生物体内的转化过

程中有无“分馏”现象 ,却鲜有研究。本实验血铅和

尿铅同位素比值有差异的结果提示 : (1) 在生物体

内 ,铅各个同位素可能会发生“分馏”现象 , (2) 某

　　

个摄入渠道的铅会蓄积在人体内 ,而另一个摄入渠

道的铅则可能是一过性的 ,会随尿、粪便排出。上述

假设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来加以验证。

目前铅污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会对人体尤其是

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研究者都在积极

的寻求方法来降低或消除铅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论证

以上假设 ,可能为铅危害防制开辟新的途径。

4 　结论

(1) 尿铅不能代替血铅作为生物标志物反映体

内铅负荷以及铅同位素比值。

(2) 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受地域影响而有所

差异。

(3) 血铅和尿铅同位素比值的不同提示人体可

能会对铅同位素产生“分馏”作用 ,故有必要深入研

究生物体铅的代谢规律。

[致谢　感谢美国 Perkin2Elmer Sciex 公司给予的帮助 !]

参考文献
[1 ] 　钱华. 环境铅污染来源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J ] . 环境监测管

理与技术 ,1998 ,10 (6) :14217.

[2 ] 　于洪生 ,朱东辉 ,吴景宏 ,等. 动物铅中毒后血铅与尿铅等指标

的相关性研究[J ] .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 2002 , (3) :1182119.

[3 ] 　苏冬梅 ,娄淑艳 ,华刚 ,等. 急性四乙基铅中毒患者血铅和尿铅

含量与中毒程度的关系[J ] . 职业与健康 , 2006 ,22 (2) :84285.

[4 ] 　ANGLE CAROL R , MANTON WILLIAM I , STANEK KAYE L.

Stable isotope identification of lead sources in preschool children —the

Omaha study[J ] . Journal of Toxicology , Clinical Toxicology , 1995 ,

33 (6) : 6572662.

[5 ] 　NAEHER LUKE P , RUBIN CAROL S , HERNANDEZ2AVILA

MAURICIO ,et al . Use of isotope ratios to identify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pediatric lead poisoning in Peru [ J ] .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 2003 , 58 (9) :5792589.

[6 ] 　BRIAN L GULSON , MURRAY A CAMERON , ANDREW J SMITH ,

et al . Blood lead2urine lead relationship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J ]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1998 ,A78 : 1522160.

[7 ] 　曾静 ,王晓燕 ,王京宇 ,等. CAIS 法校正 ICP2MS 测定血铅浓度

及同位素比值基体效应的研究 [J ]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007 ,

27 (2) :3742377.

[8 ] 　曾静. 血铅浓度及同位素比值的 ICP2MS 方法学及应用研究

[D] .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06.

[9 ] 　BRIAN I. GULS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lead isotope fingerprinting

method [ J ] .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 1999 , 2 :1292138.

[10 ] 　金泰廪 ,主编.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M] . 第五版. 北京 :人民

卫生出版社 ,2003.

[11 ] 　崔剑锋. 铅同位素考古 :20 世纪国际上关于铅同位素分馏问

题的讨论[J ] .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04 , (3) :17.

[收稿日期 :2007 - 04 - 09 ]

中图分类号 :R15 ;O6141433 ;R8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8456 (2007) 04 - 0297 - 03

—992—成人血和尿铅浓度和同位素比值的关系及地域影响研究 ———刘景秀 　曾静 　王晓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