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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方法进行了血清中胆固醇含量的快速、无试剂测量研究，并考察、分析了模型

的适用性。利用傅里叶光谱仪测量１，２和６．５ｍｍ厚血清的近红外光谱，在合频与第一、第二倍频波段内，

结合偏最小二乘方法（ＰＬＳ）对胆固醇建立了模型。１，２，６．５ｍｍ厚血清模型的预测标准差（ＲＭＳＥＰ）分别是

０．１５，０．１６，０．２９ｍｍｏｌ·Ｌ－１，相对预测误差 平 均 值（ＭＰＥＰ）是２．９％，３．１％，４．８％。为 测 试 模 型 的 适 用

性，模型建立后一个月内分别测量了其他两批血清的光谱，使用已建立的模型对样品进行预测，１ｍｍ模型

的预测效果最好。实验结果表明，对于血清中胆固醇的含量，可以建立较高精度的分析模型。此外，建模采

用的样品厚度较薄时，分析模型适用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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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常规医学检查往往需要化验血液，血清化验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通常包 括 化 验 血 清 中 多 种 成 分，如 蛋 白 类、脂 类、

葡萄糖等，以判断人体的健康状况。常 规 化 验 需 要 试 剂 与 血

清反应，样品不可重复使用，因此分析 多 种 成 分 需 使 用 不 同

的试剂和多份 血 清 样 品，增 加 了 被 检 人 员 的 身 体 和 经 济 负

担，也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是一种非破坏性的分析技术，已广

泛应用于食品、农产品、化工、制药、土壤检测、环境监测等

多个行业的质量 监 控 和 在 线 分 析［１－３］，并 不 断 进 行 扩 展 应 用

的研究。近红外 光 谱 技 术 最 突 出 的 优 点 是 可 对 样 品 实 施 无

损、多成分同时分 析，非 常 适 合 于 血 清 常 规 检 查 这 类 日 常、

大批量样品的分析工作。

近红外光谱技术应用于人体血液成分分析的研究已有多

年，２０世纪８０和９０年代，有文献报道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

分析血液及相应模拟 溶 液，对 于 其 中 的 蛋 白 类、脂 类、葡 萄

糖等都达到了一定的精度［４－１２］，而 无 创 检 测 离 实 际 应 用 还 有

距离［１３，１４］，因而研究 人 员 把 工 作 重 点 转 入 研 究 更 深 层 次 的

基础问题［１５］。近红外光谱技术如能应用于血液、血清的临床

化验，可以实现快速分 析，减 少 试 剂 与 血 液 的 用 量，并 为 无

创生化检测提供帮助。

本文利用 傅 里 叶 变 换 近 红 外 光 谱 仪 测 量 了１，２，６．５
ｍｍ三种厚度的人血清 透 射 光 谱，结 合 偏 最 小 二 乘 法（ＰＬＳ）

对血清中胆固醇含量建立三种预测模型。在测量建模样品之

后一个月内，测量了另外两批样品的 光 谱，用 建 立 的 模 型 预

测，考察模型的适用性。

１　实验过程

１．１　样品获取

由杭 州 某 医 院 取 得４０份 日 常 化 验 血 清 样 品，其 中 胆 固

醇的含量经 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１７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测 定，作 为 样 品

成分的真实值。表１是４０份 血 清 样 品 中 胆 固 醇 浓 度 的 分 布

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

成分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胆固醇／（ｍｍｏｌ·Ｌ－１） ２．８７　 ７．２５　 ４．４２　 ０．９９



１．２　样品光谱采集

自医院取得冷冻的血清样品，经室温解冻后，使用ＭＰＡ
型傅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布鲁克公司，德国）采集样品透

射光谱。该光谱仪配备铟镓砷探测器，扫描光 谱 范 围１２　５００

～４　０００ｃｍ－１。分别使用１，２，６．５ｍｍ的样品池。以空样品

池光谱作为背景，光 谱 分 辨 率 为３２ｃｍ－１，扫 描２０次 平 均，

仪器自测信噪比优于１．１×１０５。样品温度为室温。测量过程

中，先使用６．５ｍｍ的样品池依次测量所有样品，然后更换２
ｍｍ样品池，最后使用１ｍｍ样品池。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ｓｅｒ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血清吸收光谱

图１是 三 种 厚 度 同 一 份 血 清 样 品 的 光 谱，在６　９００与

５　１５０ｃｍ－１附近，水的吸收 非 常 强 烈，掩 盖 了 血 清 中 其 他 成

分的光谱信息，严重影响对其他成分 的 分 析，建 立 模 型 时 需

要避开这两个波段。

２．２　建立定标模型

用于 建 立 模 型 的 样 品 组 一 共４０份，按 照 真 实 值 将 其 均

匀分为定标集和预测集两部分，其中２８份定标，１２份预测。

使用ＯＰＵＳ软件（布鲁克公司，德国）分析血清光谱。利

用软件中ＱＵＡＮＴ－２组件建立偏 最 小 二 乘 法（ＰＬＳ）模 型。该

软件提供优化功能，可设置多种优化 条 件 并 分 别 建 模，列 出

验证结果，便于使用者从中选择最优 的 建 模 条 件。对 于 这 三

种厚度，分别建立了一系列的ＰＬＳ模 型，每 个 模 型 使 用１～
２０个因子，尝试了五个波段，分别使用多元散射 校 正、矢 量

归一化、一阶导数等１１种预处理方法处理光谱。

经过软件优化 后，以 定 标 模 型 的 预 测 标 准 差（ＲＭＳＥＰ）

和决定系数（Ｒ２ｐ）为评价标准，得到各成分的最优定标条件与

结果，如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成分
波段
／ｃｍ－１

预处理方法 Ｒ２ｃ
ＲＭＳＥＣ

／（ｍｍｏｌ·Ｌ－１）
Ｒ２ｐ

ＲＭＳＥＰ
／（ｍｍｏｌ·Ｌ－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ＰＥＰ
／％

１ｍｍ
６　１００～５　４５０
４　４５０～４　２００

无 ０．９９７　７　 ０．０８　 ０．９８１　０　 ０．１５　 １８　 ２．９

２ｍｍ　 ６　１００～５　７３０ 矢量归一化 ０．９９２　７　 ０．１４　 ０．９７６　８　 ０．１６　 １８　 ３．１

６．５ｍｍ
１２　５００～７　５００
６　１００～５　４５０

ＭＩＮ－ＭＡＸ归一化 ０．８２７　１　 ０．４６　 ０．９２６　７　 ０．２９　 ６　 ４．８

　　Ｆａｃｔｏｒｓ表示ＰＬＳ模型所使用的因子数，ＭＰＥＰ表示平均相对预测误差，等于成分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

　　胆固醇含有Ｃ—Ｈ，Ｎ—Ｈ，Ｏ—Ｈ等分子基团，这些基

团在合频与一、二倍频的特征波段分别分布在５　０００～４　１００，

６　２５０～５　５００和９　０００～８　３００ｃｍ－１左右，因而建立的模型大

致利用这三个波段范围内的光谱。
由表２可见，样品的厚度不 相 同，模 型 使 用 的 波 段 也 不

相同，样品越薄，使用的 波 段 越 靠 近 长 波 方 向。对 比 三 种 厚

度的模型可以看出１ｍｍ模型的效果最好，这可 能 是 由 于 模

型包括４　４５０～４　２００ｃｍ－１波段，该波段是合频波段，谱带的

重叠程度相对轻微，特征相对明显。

２．３　模型适用性

模型用于实际成分分析时，所用样品光谱必然来自不同

批次的测量。对于不同批次采得的样 品，样 品 自 身 性 质 的 差

异、测量时的仪器条件与周围环境都 可 能 影 响 样 品 光 谱，最

终影响模型的预测结 果。预 测 结 果 对 这 些 条 件 的 敏 感 程 度，
反映了模型对于不同样品和不同外部条件的适用性。

为了验证模型的适用性，在本次模型建立后收集了两组

新样品。两组新 样 品 是 同 一 所 医 院 提 供 的 日 常 血 清 化 验 样

品，分别有８份与２２份，胆 固 醇 的 含 量 通 过 生 化 分 析 仪 测

得。新样品的光谱测量条件与建模样品的条件相同。

将新样品光 谱 代 入 模 型 计 算，得 到 胆 固 醇 含 量 的 预 测

值，对预测值与真实值进行一元线性 回 归，回 归 方 程 与 直 线

如图２。

　　经过三种厚度模型计算，得到新样品的真实值与预测值

的回归直线。三条回归直线都不同于 理 想 直 线，而 且 存 在 如

下趋势：样品厚度越薄，得到的回归直 线 的 斜 率 和 决 定 系 数

越接近于１，详细的预测结果如表３。

　　由图２和表３可见，三种厚度模型中，１ｍｍ模型的回归

直线与理想直线 最 接 近，决 定 系 数 与 直 线 斜 率 都 接 近 于１，

预测标准差最小，说明１ｍｍ模型对于这两组样 品 的 适 用 性

最好。２与６．５ｍｍ模 型 的 回 归 效 果 不 相 上 下，从 回 归 直 线

上看，６．５ｍｍ模型 的 回 归 直 线 更 接 近 于 理 想 直 线，从 预 测

结果上看，２ｍｍ模型的预测标准差较小。

综合建模与适用性测试两部分结果可见，对于同一批样

品，利用１或２ｍｍ厚度样品光谱建立的模型 可 用 于 预 测 该

批次的其他样品，且 具 有 较 高 的 精 度，而 建 立 的６．５ｍｍ厚

度模型精度较差，模型的决定系数较 低。这 三 种 模 型 预 测 其

他批次 样 品 时，１ｍｍ模 型 的 适 用 性 较 好，预 测 结 果 最 接 近

真实值并且精度没有显著的下降，而２与６．５ｍｍ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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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ｒｅｄ　１；△：Ｐｒｅｄ　２

（ａ）：１ｍｍ；（ｂ）：２ｍｍ；（ｃ）：６．５ｍｍ

下降 不 少，预 测 标 准 差（ＲＭＳＥＰ）和 平 均 相 对 预 测 偏 差

（ＭＰＥＰ）都扩大了一倍左右。

总体说来，１ｍｍ模型 的 预 测 精 度 与 适 用 性 都 要 好 于 其

他两种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样品组
样品厚度
／ｍｍ Ｒ２

ＲＭＳＥＰ
／（ｍｍｏｌ·Ｌ－１）

ＭＰＥＰ
／％

第一组 １　 ０．９３　 ０．２３　 ３．７
２　 ０．７５　 ０．２４　 ４．４
６．５　 ０．８９　 ０．５３　 １０

第二组 １　 ０．９６　 ０．２６　 ５．４
２　 ０．６９　 ０．４４　 ８．９
６．５　 ０．７５　 ０．５３　 ８．５

３　结　论

　　利用傅里叶近红外光谱仪分别测量１，２，６．５ｍｍ血 清

的光谱，对其中胆 固 醇 的 浓 度 建 立 了 预 测 模 型。结 果 表 明，

采用适宜的波段和方 法 可 以 对 胆 固 醇 实 现 较 高 精 度 的 分 析。

三种模 型 的 ＲＭＳＥＰ分 别 达 到０．１５，０．１６，０．２９ｍｍｏｌ·

Ｌ－１，ＭＰＥＰ则是２．９％，３．１％，４．８％。

为了验证模型对不同的样品适用性，在模型建立后测量

了两组新样品，不同样品厚度下建立的模型测试效果各不相

同。１ｍｍ模 型 的 效 果 最 佳，ＲＭＳＥＰ不 大 于０．２６ｍｍｏｌ·

Ｌ－１，ＭＰＥＰ不大于５．４％，与模型定标时的效果最为接近。

本次实验用于建模的血清样品主要覆盖胆固醇的正常浓

度范围，后续实验中，将 大 量 搜 集 样 品，对 测 量 过 程 和 建 模

方法加以完善，有望 进 一 步 提 升 模 型 的 分 析 能 力 和 稳 定 性，

建立更具实用性的模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ＹＡＮ　Ｙａｎ－ｌｕ，ＺＨＡＯ　Ｌｏｎｇ－ｌｉａｎ，ＨＡＮ　Ｄｏｎｇ－ｈａｉ，ｅｔ　ａｌ（严衍禄，赵龙莲，韩东海，等）．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近红外光谱分析基础与应用）．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　ＬＵ　Ｗａｎ－ｚｈｅｎ（陆婉 珍）．Ｍｏｄｅｒｎ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ｎｄ　ｅｄ．（现 代 近 红 外 光 谱 分 析 技 术，第２版）．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　ＤＩＮＧ　Ｈａｉ－ｑｕａｎ，ＬＵ　Ｑｉ－ｐｅｎｇ，ＰＩＡＯ　Ｒｅｎ－ｇｕａｎ，ｅｔ　ａｌ（丁海泉，卢启鹏，朴仁官，等）．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光学精密工程），

２００７，１５（１２）：１９４６．
［４］　Ｐｅｕｃｈａｎｔ　Ｅ，Ｓａｌｌｅｓ　Ｃ，Ｊｅｎｓｅｎ　Ｒ．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８７，５９（１４）：１８１６．
［５］　Ｈｅｉｓｅ　Ｈ　Ｍ，Ｍａｒｂａｃｈ　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ＩＥ，１９９１，１５７５：５０７．
［６］　Ｈａａｌａｎｄ　Ｄ　Ｍ，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Ｍ　Ｒ，Ｋｏｅｐｐ　Ｇ　Ｗ，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１９９２，４６（１０）：１５７５．
［７］　Ｈａｌｌ　Ｊ　Ｗ，Ｐｏｌｌａｒｄ　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３，２６（６）：４８３．
［８］　Ｈａｚｅｎ　Ｋ　Ｈ，Ａｒｎｏｌｄ　Ｍ　Ａ，Ｓｍａｌｌ　Ｇ　Ｗ．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１９９８，３７１（２－３）：２５５．
［９］　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Ｐ　Ａ，Ｐｏｐｐｉ　Ｒ　Ｊ．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２００１，４４６（１－２）：３９．

７７３第２期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１０］　ＣＨＥＮ　Ｈｕａ－ｃａｉ，Ｙ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ＬＩ　Ｈｕｉ－ｙｉｎｇ，ｅｔ　ａｌ（陈华才，杨仲国，李惠英，等）．Ａｃｔａ　Ｌａｓ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Ｓｉｎｉｃａ（激光生物学报），２００４，

１３（６）：４２９．
［１１］　Ｃｈｅｎ　Ｊ，Ａｒｎｏｌｄ　Ｍ　Ａ，Ｓｍａｌｌ　Ｇ　Ｗ．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７６（１８）：５４０５．
［１２］　Ｍａｒｕｏ　Ｋ，Ｏｏｔａ　Ｔ，Ｔｓｕｒｕｇｉ　Ｍ，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０６，６０（１２）：１４２３．
［１３］　Ａｒｎｏｌｄ　Ｍ　Ａ，Ｓｍａｌｌ　Ｇ　Ｗ．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５，７７（１７）：５４２９．
［１４］　ＣＨＥＮ　Ｘｉｎｇ－ｄａｎ（陈星旦）．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８，１６（５）：７５９．
［１５］　Ａｍｅｒｏｖ　Ａ　Ｋ，Ｃｈｅｎ　Ｊ，Ｓｍａｌｌ　Ｇ　Ｗ，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５，７７（１４）：４５８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ｂｙ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ＹＡＮＧ　Ｈａｏ－ｍｉｎ１，２，ＬＵ　Ｑｉ－ｐｅｎｇ１＊

１．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Ｆｉｎ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ｕｍ　ｗｉｔｈ　ｎｏ　ｒｅａｇｅｎｔ，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ｗａｓ
ｕｓ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　ＦＴ－Ｎ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１，２ａｎｄ
６．５ｍｍ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ＰＬＳ）ｍｏｄ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
ｏｖｅｒ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ｖｅｒｔｏｎ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ＭＳＥＰ）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ｓ　０．１５，０．１６
ａｎｄ　０．２９ｍｍｏｌ·Ｌ－１，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ＰＥＰ）ｉｓ　２．９％，３．１％ａｎｄ　４．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ｏ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ａｍｐ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１ｍ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Ｉｆ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Ｌ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ａｙ　２４，２０１０；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ｕｇ．２６，２０１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８７３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第３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