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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和双氧水"

/+g

水浴消化"室温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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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而得以进行生物化学反应&

/

'

$当细胞内铜浓度过高

时"

!"

(

.

)和
!"

(

'

)之间的氧化还原反应能催化产生毒性

的羟自由基"损伤脂肪%蛋白质%

Z>9

等生物大分子&

N

'

$因

此"测定生物体系中的
!"

(

.

)或
!"

(

'

)"可以定量了解生

物体内铜离子价态的变化"对研究铜离子形态失衡有着重要

的生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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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法测定血清或生物样品的总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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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氟隆消化管!防尘措施下置烘

箱
3/H

敞口烘干"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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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按
(2%2(

处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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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

稀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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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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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总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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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于
*56

特氟隆消化管!

F)H

烘箱烘干"约
)I

#!消解按

(2%2(

处理!室温加入
*//

#

6

!上机用
+,$$-

法测定
!"

"

"

#&

%

!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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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络合试剂及其络合物的有机溶剂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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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常数为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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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充分振荡后!取有机相中检测其中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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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几乎检

测不到信号&分析认为!在较强的碱性条件下 !甘氨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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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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