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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士匀主编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程》是“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教材”之一，涵盖了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多学科实验内容。
全书共十四章，每个实验包括目的、原理、试剂与器材、操作步骤、计算、参考范围、临床意义、注
意事项、思考题等内容。
部分章节编有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内容，形态学实验内容配有显微镜图片。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程》简洁、实用、可操作性强，供高等院校医学检验专业专科师生使用，
也可供从事医学检验工作和医学研究的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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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酶活性浓度测定就是要使酶促反应的初速度（V）达到最大速度（Vman），即在过量
底物存在下的零级反应期的速度，此时反应速度与酶浓度之间有线性关系。
酶活性测定的常用方法，按反应时间分类有定时法（又称为两点法）、平衡法（又称为终点法）和连
续监测法（又称为动力学法或速率法）三大类。
随着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普及，酶活性测定目前趋向于连续监测法。
一般认为，应该用连续监测法作为酶活性测定的标准化方法。
按监测方法分类可分为分光光度法、量气法、荧光法、放射性核素法、电极法和其他方法，其中以分
光光度法最为常用。
连续监测法又称速率法或动力学法，是连续测定酶反应过程中某一反应产物或底物的浓度随时间变化
的多点数据，并连接成线，求出酶反应初速度，间接计算酶活性浓度的方法。
与定时法相比，连续监测法无须终止酶促反应，不需添加其他成色试剂，就可测定反应物的变化，很
容易观察到反应的整个过程。
连续监测法已逐步取代定时法而成为临床实验室测定酶活性浓度最常用的方法。
以往常将连续监测法称为“动力学法”或“速率法”，而目前广为流行的为“动态法”这一术语。
因为目前测定酶活性浓度的方法多是在酶促反应的动态期测定酶活性，连续监测法还包括监测反应进
程中的“一点法”、“两点法”和“终点法”，如在检测多个数据点时使用“动态法”一词易造成混
淆。
连续监测法测定方法简便，优点是把多点的测定结果连接成线，很容易找到成直线的区段，可以观察
到是否偏离零级反应，因而可选择线性反应期来计算酶活性。
通常截取反应开始后较短的时间，就能近似地建立这种反应量与反应时间的线性关系，不过这种时间
范围因酶种类和反应条件而异，必须用实验方法进行确定。
连续监测法测定结果常较定时法高，且因在酶促反应初始阶段底物最充裕，而产物的可逆反应、抑制
作用、酶变性等均很小，因而测定结果也较取样法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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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程》为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教材（供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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