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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系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了西安地区 7 例成人尸体和 8 例新生儿尸体的颅盖骨 内

9 2
和 : ;

的含量
。

结果求得成人颅骨中 9 2

正常含量 4均数士 标准差5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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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颅骨中 Β 2
和 : ;

的含量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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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成人颅骨内 9 2

含量高于新生儿
,

而

成人颅骨内 : ; 含量显著低于新生儿
。

近年来
,

大量 的研究资料证明
,

微量元素与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疾病的关系极为密切
,

特别是铜和锌这两种微量元素参与体内许多重要酶的合成
,

在细胞代谢
,

骨组织的形成
,

造血过程以及神经系统发育等一系列生理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

据试验资料表明
Δ

缺铜动物可表现为骨质中的胶原纤维
&

合成受损
,

骨骼发育受限制
,

结构疏松
,

长骨易碎
,

发

育停滞
。

同时
,

试验动物可发生贫血
Δ,

脑组织亦出现一系列病变
。

锌元素也是与多种酶
、

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密切相关
。

它能影响细胞分裂
、

生长和再生
,

对骨和神经系统生长发

育旺盛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
,

锌有更重要的营养价值
。

近几年来
,

人们以头发
、

血清及
&

胜器组织等材料为研究对象测量其必需微量元素含

量
,

曾有了不少报道
,

但关于人颅骨中微量元素 Β 2 、

Ε ;
含量测定的文献报告极为少见

。

我

们工作的目的在于为人类学研究以及为优生学
、

营养卫生学等方面提供正常的 参考 数

值
。

材 料 与 方 法

随机取  , 一  Χ 年间在西安地区所收集的 7 例因意外事故急性死亡的健康男性

成年人颅4年龄 Α7 一87 岁5和 8 例生后不久即死亡 4从娩出后即死至最迟一周后死亡者

不等胎龄
,

但均非病死 5的新生儿颅的颅盖骨
。

用 !Χ 多试剂用甲醛加蒸馏水稀释成 7 务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一至数月后
,

经蒸馏水冲洗
,

分别从每个颅盖骨的顶枕部用咬骨钳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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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Α 平方厘米大小的一块骨片
。

将样品经 !7 ℃
、

Χ 小时烘干
,

每份称取 Α8
&

7 7 毫 克千样

在聚四氟乙烯高压消化罐内用硝酸和 !7 多双氧水消化至清亮溶液
,

然后定容 Α8 毫升直

接上机分析 9 2
和 : ;

含量
。9 2

采用无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

:; 采用火焰原子吸收

光谱法
。

用标准加人法以排除样品基体干扰
。

分析仪器为日立 7 一 7 : ( ( > Φ; 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
。

每份样品经二次分析取其均值4结果以 > 3 ? ≅ 3 干骨组织重表示 5数据按

统计学显著性试验予以估价
。

结 果 和 讨 论

7 例成人颅盖骨和 巧

表

例新生儿颅盖骨样品测量 Β 2 、

Ε ;
的含量平均值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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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测定的人颅骨内 9 2 、

: ;
含量值

,

目前尚无国内同类资料可对比
。

根据孔祥

瑞引用国外资料 Δ 9 2
在人体某些脏器4心

、

肝
、

肾
、

肺等5内含量大约是 7
&

= Α一  
&

Χ > 3 ? ≅ 3

4干组织重5
。

虽未列出骨的铜含量
,

但却指出铜在骨骼内的含量基本上近似于全身其它

器官组织含量的均值
。

我们所测得颅骨内 9 2
的含量基本上在孔氏所提出的平均 含量范

围内
。

: ;
在骨组织中的含量值

,

有国外资料报道为 Ε > 3 ? ≅ 3 干组织重
。

人体内以前列

腺
、

眼球内和胰岛组织含锌量最高
,

约在 8 一 8 > 3 ? ≅ 3 4干重5间
。

本文测定的颅骨 Ε ;

含量显然高于 以上资料中骨锌的含量值
,

尤其是新生儿的更为显著
。

本文的测试分析过程中
,

尽管使用了高纯度的试剂
、

四重蒸馏水和先进的 Ε(
( > Φ; 原

子吸收仪
,

但是这并不能排除样品保存期间可能的元素污染
。

这种污染可能来自固定剂

本身
,

也可能来 自容器或环境
。

我们设想经相同试剂处理的样品在无法排除的较一致的

可接受量的污染台阶上
,

应能反映出原有的差异
。

本工作就以此差异报道
。

将所测成人组和新生儿组的值进行比较
,

成人颅骨 Β 2
含量高于新生儿 4<

&

< Δ
&

Ν 、

Α
&

! Δ ∃5 6 而成人颅骨 : ;
的含量却低于新生儿 48 =

&

78 Δ Χ7
&

! 岛 Δ
&

 5
。

以上经统计学

处理均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49
2 Δ Ο 一 !

·

Α = , , Π 7
·

7 6 : ; Δ Ο 一 ! 7 ! , , Π 7
&

# Θ5
。

从以上对比所得的结论中
,

我们认为铜之所 以成人高
,

是由于成人无论是生理需要量

或摄人量都是可观的
。

而新生儿从乳汁中只能得到极微量的铜
。

胎儿在母体内吸收的铜

主要储存于肝内
,

其它组织包括骨内含 9 2
量必然低于成人

。

而我们测定的新生儿骨组

织内有如此高的锌含量是出乎意料的
。

它不仅高于成人骨锌含量
,

也高于我们本次所测

新生儿脑组织内锌的含量 4= ,
&

! 8一 8=
&

, # , , > 5
。

这种极大的对比差异 以及仅在这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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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中所测 : ;
值范围波动幅度之大

,

引起我们的注意
。

我们认 为 由 于 缺乏 良好

的试验条件
,

同时也缺乏经验
,

来 自多方的污染是在所难免的 4:
;
是遍及自然 界各处

的元素5
。

胎龄不一致严格地讲也会造成 Ε ;
值的差异

,

因为未进饮食的胎儿与进 食一

周的新生儿锌的摄人量是不一样的
,

但我们所选新生儿胎龄差别毕竟很小
,

况且母乳含锌

量也不甚高
,

几天时间 Ε ;
摄人量不致于相差几倍

。

当然这种推测还有待于进一步实验证

实
。

限于取材困难
,

本文的例数较少
,

材料也缺乏详细的背景资料
,

更无法设对照组进行

对比
,

因而所得数据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

本文仅作为初步的测量
,

探讨其量变的规

律
。

进一步的工作
,

将着手更多地搜集新鲜标本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测量分析
,

方能得到

更确切的数据
,

以弥补本文的不足
。

不 过由此初测大致可以反映出新生儿处于生长发育

的旺盛期
,

细胞分裂
、

核酸形成和锌元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长发育

的骨组织内更是含有丰富的锌
。 无疑新生儿的锌主要是摄取于母体

,

因而强调孕妇和儿

童补锌
,

对优生优育必然是有益的
。

4  8 8 年 Α 月 Χ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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