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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鎳(Nickel, Ni)參與有些植物及細菌酵素的作用，但是在人體的功能未知，

也許體內只需要極微量的濃度即可。在工業上則為廣泛使用之原料，與鎳相關

的工業包含墨水、磁體、火星塞、油漆、不銹鋼、瓷器、陶器、電池、玻璃及

合金製造廠。國內以不鏽鋼製造業廠為使用大宗，其他則為電鍍及鎳金屬表面

處理等。鎳化合物已被國際認定為人類致癌物，慢性鎳中毒症狀包含接觸性及過

敏性皮膚炎、氣喘、肺癌、鼻腔癌或鼻竇癌。鎳主要從呼吸道進入人體，但不

容易在消化道被吸收。鎳進入人體後，主要由尿液排泄，測量尿中鎳的敏感度

比血清鎳高，較可以快速反應暴露狀況，勞動部已列為勞工體檢之特殊檢查項

目之一。而血清鎳檢測是有助於了解毒性暴露情形。 

分析方法 

    本檢測方法是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定量血清鎳與尿中鎳濃度。血清與尿

中鎳的線性範圍分別為 1.5~40.0 μg/L與 0.2~40.0 μg/L。血清鎳及尿中鎳的準確

度經由回收率評估，分別為 90%及 104%。血清鎳 intra-assay與 inter-assay的精

密度之 CV分別為 1.8~4.6%及 8.2~13.1%。尿中鎳 intra-assay與 inter-assay的精

密度之 CV分別為 0.6~5.6%及 4.5~10.1%。黃疸及高脂血檢體不會影響血清鎳濃

度檢測。 

結果判讀及意義 

    血清鎳生物參考區間為< 2.0 μg/L，超過參考值可能與環境或職業暴露有

關，當濃度超過 10 μg/L可能有中毒情形。尿中鎳生物參考區間為≦5.2 μg/L，

依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分級建議指引，若尿中鎳濃度≥ 30 μg/g Creatinine 

(或 45μg/L)應列為第三或四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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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相關事項、採檢須知 

建檔日期 2009.11.13 資料更新日期 2019.09.30 

檢驗項目 Ni (Nickel) 檢驗代號 L72-348 

中文名稱 鎳 
檢驗方法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 

檢體別 B (Serum)，U ICP/MS 

採檢容器 
藍蓋紅標採血管(血液) 

白蓋塑膠尖底試管(尿液) 
採檢容器圖片  

 

檢體量 
血液 3 mL 

尿液 10 mL 
參考值  

B (Serum):<2.0 

U:≦5.2 

根據勞工特殊健康檢查健康

管理分級建議指引，鎳及其化

合物作業管理分級參考，尿中

鎳濃度≥ 30 μg/g Creatinine (或

45μg/L)列為第三或四級管理。 

送檢時間 24小時收檢 單位 μg/L 

操作時間 
週二、四 (Urine); 週三 

(Serum) 
健保編號 10010B 

報告核發時間 

院內：2~6 天 

勞工檢體：10天 

外院代檢：10天 

支付點數 400 自費檢驗 450 元 

操作單位(組別) 質譜檢驗組 
連絡電話 

 

採檢諮詢 

林口(403)2550 轉 520 

台北(412)3654、3655 

桃園(463)2051、2053 

重金屬諮詢 

林口(403)2550 轉 5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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