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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积极推进高职高专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及新方法，具有
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针对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教学实际，高等教育出版社
组织有关专家、教师及临床一线人员编写了此套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实验教材。
　　“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是检验医学职业教育的重要专业技术课程之一。
为了适应卫生职业教育的需要，我们遵照《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精神，
结合各院校多年的教学实践和临床工作经验，精心安排教材内容。
从医学检验专业、教学对象与高等卫生职业技术教育三方面给本教材定位，根据教学过程的需要与医
学检验临床应用的需要，以掌握教材内容的“实用”与“够用”为度。
鉴于本教材主要为医学检验专业高职高专生编写，培养的是医学检验实验室技术人员，故与国内同类
教材不同，本教材以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为重点，按照实验技术学分章编写。
教材内容包括生物化学检验技术的一般知识、生物化学检验质量评价技术、容量滴定分析技术、吸收
光谱分析技术、散射光谱分析技术、发射光谱分析技术、层析分离分析技术、电化学分析技术、电泳
分离分析技术、临床诊断酶学分析技术、酶介入分析技术、干化学分析技术、分子生物学临床检验技
术与临床化学自动化分析技术等14章，并配有适用于临床检验工作的55项实验作为课堂实践性教学内
容：实验项目包含临床生物化学实验室常见检测项目，实验方法尽可能与临床实际接轨，同时也兼顾
不同等级医院实验室的需要。
全书实验内容统一编号，贯穿于各章节正文后.由于本教材按照实验技术学分章编写，使同一临床检验
项目不同的实验方法会分散于不同章节之中。
为了便于查找，本教材将临床常用生物化学检验项目的相应方法归纳于附录l中。
　　本教材适合于全国卫生职业院校医学检验专业高职高专学生使用，也可作为中专学生的选用教材
，本教材还适合于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人员在职学习之用。
　　教材分章编写，共同审阅，反复修改，全书最后由周剑涛统稿。
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医学分社领导和编辑的关心与指导，得到各参编院校的大
力支持，得到临床实验室同仁姚正国与吴友才先生的许多宝贵意见与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生物化学检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上我们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虽然本教材的全体
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十分敬业，但仍难免错漏之处，敬请临床检验同行专家、广大教师和学生多提宝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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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用）》以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学为主线分章编写，内容包
括生物化学检验技术的一般知识、生物化学检验质量评价技术、容量滴定分析技术、吸收光谱分析技
术、散射光谱分析技术、发射光谱分析技术、层析分离分析技术、电化学分析技术、电泳分离分析技
术、临床诊断酶学分析技术、酶介入分析技术、干化学分析技术、分子生物学临床检验技术与临床化
学自动化分析技术等14章并配有适用于临床检验工作的55项实验作为实践性教学参考。
《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用）》主要供全国卫生职业院校医学检验专业高职高专学生
使用，也可作为中专学生的选用教材，《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用）》还适合于临床
医学检验工作人员参考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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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物化学检验操作中要接触大量生物标本，使用易碎玻璃器皿、精密仪器、水、电及其他热源或
火源，也会使用到易燃、易爆、腐蚀性和有毒的化学试剂等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了保障人身安全，爱护国家财产，保证实验课的正常进行，熟悉并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安全防护规则
，是十分重要的。
　　（一）生物源性危害的防护　　生物化学检验实验要采用患者标本或动物标本。
标本可能携带有多种病原微生物（如HIV、肝炎病毒、结核或伤寒杆菌和各种寄生虫等）。
因此，在实验中，应特别注意防止传染。
必要时应带一次性手套。
需要保存或运输的生物标本，要在容器上做好特殊标记，容器必须具塞、密封，严防泄漏。
　　取用生物标本最好使用带一次性塑料头的定量加液器和一次性试管。
操作中应避免生物标本污染容器的外壁和实验台，被污染的实验台，要用消毒液擦拭消毒。
用后的标本容器，不能焚烧的应当用消毒液处理或高压灭菌后，才能丢人垃圾箱。
接触过患者标本的玻璃仪器，必须用消毒液（0.3mol／L石炭酸）或过氧乙酸溶液（5g／L）浸泡过夜
或高压消毒，然后清洗干净，方可再用。
　　实验结束后，要用消毒液浸泡双手，然后用洗涤液和自来水冲洗干净。
严禁将工作服或有关物品带人食堂，以免造成疾病的大面积传染。
　　（二）化学性危害的防护　　使用强腐蚀性（如浓硫酸、硝酸、高氯酸、过氧化氢等）的化学试
剂要做好防护，以避免溅到眼睛、皮肤和衣服上；使用有毒蒸气的化学试剂（如乙醚、苯、二甲苯、
氯仿、氯、溴、汞和氰化物等）应在通风橱中进行操作。
　　严禁对着自己和他人开启易挥发性试剂的瓶塞。
夏天或较高室温下开启瓶塞时，应先将试剂瓶冷却后再开启。
在稀释浓硫酸时应将浓硫酸缓慢加入水中，切忌水往浓硫酸中加入，以防止硫酸溅出，腐蚀眼睛、皮
肤或衣物。
　　吸量管取用液体化学试剂切不可用口吸取。
使用橡胶吸球（洗耳球）吸取有毒或腐蚀性试剂时，应保持吸量管的尖部始终在试剂瓶内液面以下，
防止吸空，将试剂吸人吸球内。
如果不慎将试剂吸人吸球内，应立即洗净。
　　实验废液倒人下水道。
含有强腐蚀性或有毒试剂的实验废液在倒入下水道之前。
应按照要求稀释或化学处理，倒人后用流水冲洗下水管道3min以上，以防止下水管腐蚀或污染水源。
　　一旦皮肤或眼睛被强酸、强碱或腐蚀性物质灼伤应立即用大量自来水冲洗，并及时报告指导教师
，进行适当处理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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