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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动态
。

第四届国际镍代谢和毒理会议简介

第四届国际镍代谢和毒理学会议于 1 9 8 8年 9月 5

~ 9 日在芬兰赫尔辛基市举行
,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

国
、

英国
、

日本
、

加拿大
、

法国
、

西德等二十余国家

的 1 14 名代表
。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
:

①镍的过敏性
。

近来欧美国

家发现镍引起的过敏性皮炎
,

有较高的发生率
。

丹麦

M e n en 报告约 8 ~ 15 % 的丹麦青年对镍过敏
,

其中

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

对 300 例女青年进行皮 肤斑贴试

验
,
结果 15%为阳性

。

英国 B o r a n报告 4 个电镀 工厂

中接触镍铬的10 1名工人
,

病史中曾有过敏性皮损
、

过

敏性鼻炎
、

结膜炎及支气管哮喘者达 27 人 ( 2 6
.

7% ) ,

其中18 人患过敏性皮疹
,

用氯化镍进行皮 肤 斑 贴 试

验
,
结果 15 人阳性

。
N ic kl 运 则对镍的免疫反应机理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

②镍的肾脏毒性和致痛机理
。

实

验证明肾脏的基底膜
,

细胞内的线粒体和溶醉体对元

素镍均有较高的扩清效能
,

镍无肾脏蓄积性且生物学

作用效应时间短
,

这是解释镍对肾脏毒 性 低 于 汞
、

铅
、

福等金属的原因
。

美国汉陇d in
s

ky 报告了可溶性

镍盐硝酸铀吼对肾脏的毒性
,

大鼠腹 腔 注射剂量达
9产m入刘k g时可引起尿酶 (包括乳酸脱氛醉

、

~N 2酸
一尸

一D氨基葡萄搪试酶 (N A G )
、

户半乳糖俄 酶和碱

性磷酸酶 ) 的活力转变
,

并 与剂 量 有 平 行 关 系
。

90 产m N i/ kg 时可引起肾小管上皮细胞的变性
。

在镍

的化合物中次亚硫化镍 (N i , S : )
、

毅基镍 (N i C̀ O ) ; )
、

醋酸镍和氧化镍均有较高的致癌性
。

美国Ne l c o y m 的

实验表明二价镍的动物致癌性最强
。

加拿大 N记 b o e r

等的分子生物毒理学显示镍离 子 可 与 核 酸 分 子 和

RN A 紧密结合
,

可影响 RN A聚合酶的作用
,

并可千

扰D N A 的正常转录
,

使信息 R N A 的 代谢阻滞
,

导

致遗传基因突变
,

这可能是镍致癌的机制
。

oC sat 等

提出N针 +

可影响细胞内自由基的氧化代谢
,

使染色体

内遗传基因分化受到抑制
。

③镍作业工人的 肿 瘤 流

行病学调查
。

19 30~ 1 94。年期间英国D o ll 曾报道威尔

士镍冶炼厂工人中鼻窦癌和肺癌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当

地人群
,

但未阐明确切的致癌物和 具体 致 癌条 件
。

D昭优瓜 调查了 19 69 ~ 1 9 85年该厂 2 6 81 人中的呼吸道

癌瘤发病情况
,

结果与对照人群相仿
,

他认 为该厂

19 4。年前肿瘤高发与冶炼工艺落后
、

焙烧时粉尘大
、

湿法生产等有关
,

目前已彻底摒除
。

加拿大 M u ir 报

告对 5 4 0 0 0名镍采矿
、

冶炼工人然呼乞亡调 查 ( 1 9 60 ~

19 8 4年 ) ,

未发现包括呼吸道肿瘤在内的肿瘤发病率

增高
。

法国oG ld be
r g 对 N

ew
C减l e d o n i a 镍作业工

人的调查同样证实呼吸道肿瘤的发病率与一般人群相

仿
。

唯独挪威 A卫山 r s o n 报道镍冶炼工人的呼吸系统

癌瘤发主率较高
,

但尚有待于追踪观察后才能得出肯

定的结论
。

为了表彰镍毒理学先驭和奠基人 s un de

~
tS

教授在镍毒理和临床方面的突出贡献
,

会议期间专门

召开了纪念表彰大会
,

由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

会 ( IU p A c) 向他颁发了奖状
。

我国代表就毅基镍对工人健康的影响在会上做了

专题发言
,

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

会议商定第五届国际镍代谢和毒理 学会 议 将于

19 9 2年在加拿大召开
。

( 史志澄 )

有机粉尘肺病国际会议情况报道

有机粉尘肺病国际会议于 1 98 8年 10 月 24 ~ 27 日在

瑞典召开
。

会议主席为瑞典哥德堡大学环境卫生学院

R y加 n d e r 教授
。

来 自世界 14个国家的43 名代表出 席

了会议
,

其中除亚
、

澳地 区的 4 名代表外
,

其余均为

欧
、

美地 区代表
。

会议交流论文共 36 篇
,

并 邀 有关

专家对牛奶及奶制品生产
,

养猪
、

谷物
、

棉花
、

木尘

等作业的肺部危害以及肺细胞炎症反应机制等方面
,

进行了专题发言
。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农业环境中的有机粉尘对呼吸

道的危害
,

包括急
、

慢性支气管炎
,

过敏性肺泡炎
,

哮喘以及有机粉尘毒性综合征 (O D T s) 等及其细胞

学反应
,

特别是炎症反应机制以及临床诊断等方面
。

所涉及的有害作业主要是农民中的养猪
、

家禽养殖
、

奶制品生产
、

谷物加工以及污物处理等作业方面
。

如

丹麦h吧 r s
en 通过对 1 6 85名农民的调查

,

发现养猪农

民的哮喘
、

慢支发病率高于普通农民
。

瑞典 R y la n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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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观察 63 名养猪农民
,

均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如咳嗽
、

哮喘
、 _

上呼吸道感染等症状
,

并有明显的气道反应性

增强的表现 , 支气管镜及肺泡灌洗液检查发现有气道

炎症
、

充血
、

分泌物增加
、

中性细胞数增加等表现
。

sE
s
en (美国 ) 对 23 名谷物作业工人及 13 名正常对叫

,

在收获季物及非收获季节进行临床及气管镜的追踪观

察
,

为期 2 年
。

发现农民在收获谷物 后
,

普遍有胸

闷
、

气短
、

咳嗽等症状
。

支气管镜检查
:
观察 5 个肺

叶以红斑
、

水肿
、

脆性及分泌物增加为指征
,

以计分

法判定其病变程度
,

发现谷物作业者较正常对照明显

增高
,

两组各为 8
.

9 士 4
.

8及 2
.

1 士 1
.

0
。

待收获季节过

后
,

该指标在作业组可降至 5
.

5 士 3
.

8
。

支气管灌洗液

分析发现作业组有明显的中性细胞
、

淋巴细胞及肺泡

巨噬细胞的增高
,

说明谷物粉尘可造成气道的炎症及

肺泡炎
。

其他尚有较多论文涉及各种有机粉尘作业如

家禽饲养
、

动物屠宰
、

泥炭粉尘
、

垃圾处理等作业的

班前
、

班后肺功能变化
,

其中许多表现为班后的 F EV I

值下降
。

会议中人们较为感兴趣的问题是关于肺泡炎的机

理间题
。

许多专家通过近年工作
,

强调变应性肺泡炎

是吸入有机粉尘特别是某些霉菌后
,

在呼吸道末端引

起的特殊的细胞炎症反应
。

表现为肺泡巨噬细胞的活

力增加
,

产生趋化因子以及单核细胞浸 润
,

并趋于机

化成肉芽肿
,

进展成肺纤维化等 ; 而抗体的存在不过

是一种接触的指标
,

不一定含有病因学意义
。

但部分

作者则更强调沉淀素抗体对诊断的意义
。

P ol la (瑞

士 ) 通过对 70 份鸟类饲养者的血清学检查
,

认为沉淀

素对诊断有 88 %的敏感度
,

93 %的特异性以及 92 % 的

准确度
。

通过肺泡灌洗液的研究
,

证明肺泡炎的急性

期存在有淋巴细胞
,

特别是肥大细胞增多 (较肺结节

病高 10 倍 ) ,

说明和疾病的活动性
、

即为纤维母细胞

的活性有关
。

与会者另一感兴趣的间题是关 于有机 粉 尘毒 性

综合征 ( O D T S
, o 唱短 n du

s七 t ox 让 s

yn d r o m )
。

这

一概念是 1 9 8 5年即上次欧洲有机粉尘肺部 会 议 提 出

的
,

以区别于肺泡炎
。

以往也有人称本病为 叶。 x il

丘刃 e r ” 、 `̀ a c讯e
fe b r

ile
s y砂

、 “

m yOtC
o x 记0 5 15

”

等
。

主要是由于吸入霉菌
、

细菌或内毒素等所致的全

身疾病
。

主要临床特征是接触有机粉尘后 4 ~ 6 小时

发生的发冷
、

发热
、

肌肉关节酸痛
、

乏力
、

头痛
、

咳

嗽
、

胸闷及白细胞增高等
,

故有人称 为
“

流 感 样 症

群
” 。

一般多发生于秋季
。

O D T S 区别于肺泡炎的理 由是
:

1
.

常是一次高浓度接触有机粉尘后发病 ,

2
.

发病人数比例较高
,

可 达 作 业 者 的 30 ~

4 0 % ,

3
.

病程短
,

非进行性 ,

4
。

多数人血清特异抗体阴性 ,

5
.

支气管灌洗液分析有中性白细胞优势
,

而非

淋巴细胞优势 ,

6
.

肺活体为急性炎症反应
,

而非肉芽肿反应
。

本次会议中瑞典国家卫生研究所M
a lm be r g 教授

认为
:
过多的接触霉菌抱子及放 线 菌 后

,

可 引 起

O D T S
,

肺部微生物的高负荷导致肺泡巨噬细胞过度

反应
,

并释放急性反应性介质如白介素 1 ,

更由于补

体
、

血小板活性因子
、

白三烯 (L T B ,) 等介质 的作

用
,

导致急性炎症反应
。

O D T S 与肺 泡炎在预后及治

疗上有所不同
,

因此要加以区分
。

最后
,

会议尚对以下 3 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

即
:

①接触类型与发生临床症状
、

指征的关 系 ; ② 特 异

质
、

吸烟与临床症状
、

指征的关系
,

③临床病例的评

价标准— 提间式调查方法纲要及临床实验的意义
。

(刘镜愉 )

西南暨四川省职业病学组成立

西南暨 四川省职业病学组在四川省卫生厅及中华预防医学会四川省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支

持下
,

于 1 9 88年 7 月在成都正式成立
。

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职业病学组派代表专程赴 会 表 示 祝

贺
。

会议交流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论文和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

充分体现出职业病医生的辛勤劳

动和为人民所作的贡献
。

学组的成立对巩固西南及四川省职业病防治队伍
,

促进这一地区乃至全国职业病防治工

作的开展必将起着积极作用
。

近来
,

收到各地不少来信询问有关成立职业病分学组事宜
,

经全国职业 病 学 组 研

究认为应鼓励各地分学组的成立
,

有条件的省市可先行进
,
报全国学组备案即可

,

以进一步活跃职业病 防 治 工

作
.

( 全国职业病学组秘书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