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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毒性效应的性另吐差异
陈 自强

,

于继 慧
`
张瑞稳

`

潘志挚
,

屈家瑛
,

提 要 本文研究了铅毒性效应 的性别差异
。

选择 98 名铅作业工人为接触组
,

另以 39 名无毒物接触史的健康

者为对照组
。

研究表明
: 1

.

与对照组比
,

症状得分
、

叶琳代谢物明显升高时的血铅水平
,

女性低于男性
。

2
.

在

相同血铅水平下
,

女性症状得分
、 n卜琳代谢物明显高于男性 ; 神经传导速度则显著低于男性

。

以上结果提示
,

女性对铅毒性较男性敏感
。

关键词 血铅 锌叶琳 原叶琳 神经传导速度

大量文献报道了铅对女工及其 子 代 的 影 2
.

实验室检查
:

血铅 ( P b 一B )
,

甩原子吸

响
`
同

,

但在相同条件下有关铅毒性性别比较的 收光谱法测定
〔妇 ; 尿铅 (P 卜u)

,

用热消化双硫

研究则为数不多
3〕 。

本文研究了职业铅接触者 脍比色法分析
; 血红蛋白 ( Hb)

,

用氰化高铁血

健康效应的性别差异
,

试图进一步证实铅毒性 红蛋 白法测定
; 口卜琳代谢物— 尿参氨基酮戊

女性较男性敏感
,

从另一个角度为加强铅作业 酸 (占一 A L A
一

u )
,

用对二甲氮基苯甲醛比色法
;

女工的劳动保护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
。

材抖和方法

选择某从事铅作业工厂内无神经系统
、

血

液系统疾患的 98 名工人为接触组
,

其中男性 4 2

名
,

女性 56 名
,

平均年龄 36
.

8 士 9
.

3岁
。

另 以

无毒物接触史的健康者 39 名为对照组
,

内男性

2 3名
,

女性 1 6名
,

平均年龄 3 5
.

7 士 1 0
.

3岁
。

所

有受检者均作 下列检查
’
:

1
.

常规体检
:

详细询 问职业史和病史
。

凡有头痛
、

头昏
、

乏力
、

失眠
、

记忆力减退
、

食欲不振
、

恶心
、

便秘
、

关节酸痛
、

腹隐痛症状

各计 1 分
,

有腹绞痛
、

四肢麻木症状各计 2 分
。

全血锌叶琳 (Z P P )
,

用血液锌叶琳 自动 测 定

仪分析
〔 , 〕 ,

红细胞游离原外琳 ( F E P ) 用9 30 荧光

计测定
。

3
.

神经传导速度 ( N C V )测定
:

用 J B 一 I

型肌电图仪按常规方法测定右上肢肘
一
腕 段 正

中神经
、

尺神经感觉传导速度 ( M S C V )
〔̀ , 。 侧

定时严格控制室温在 24 ~ 25 ℃
。

在作性别比较时
,

一律以血铅水平作为评

判标准
。

所有测试数据均采用 F 检验和 Q 检验

进行统计分析
。

结 果

一
、

铅毒性症状的性别比较

表 1 铅毒性症状的性别比较

P b
一

B

组 别
男

(“ m o l / L ) (子
,

g / d l ) 例 * * 得 分

女

放门1* * `归 Z生

对 照
*

接 触 1
.

1 0一

1
。

92 ~

2
。

4 0~

2
.

8 8~

3
.

3 6~

0
.

8 3 土 1
。

3 7

2
.

6 3土 1
.

9 2

0
.

8 1 士 0
.

75

3
.

5 8士 2
.

0 2

3
。

2 1生 1
.

67

2
.

63 土 1
.

8 5

4 ` 0 7士 1
.

6 9

2
.

8 0 士 1
.

2 3

16月始10

.

0 0 士 1
.

2 2 4
。

1 7士 0
.

4 1

.

2 9
’

士 2
.

1 4 3
.

4 3士 1
.

3 4

*
对照组 bP

一
B 水平

,

男性 0
.

0 1士 0
.

50拼m o l / L ( 28
.

8 9 士 1 0
.

3 5“ g / d l)
,女性为 0

.

5 4士 0
.

3 4“ m o l /L ( 17
.

8 2出 7
,

1。 “ g /d l )
,

以下同表 1
。 * * 以下表格例数

,

均同表 1
。

1
.

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2
.

上海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



1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89年第 2 卷第 3 规

由表 1 可见
,

男性 P b一B 水平在 1
.

92 ~

“ m ol / L 组
,

症状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 而女性 P b一水平在 1
.

1 0~ “ m o l / L组
,

症状得分即显著高于对只乳组 ( P < 。
.

0 1 )
。

性别

比较上
,
在同一 P b一 B 水平下

,

女性症状得分

均略高于男性
,

但经统计分析
,

仅 P b
一

B 水平

在 .2 88 ~ 拼m o l / L 组
,

二者得分差别有显著意

义 ( P < 0
.

0 5 o)

二
、

铅对外琳代谢影响的性别比较

如表 2 所示
,

男性Z P P
、

F E P与对照组有显

著差别 ( P < 0
.

05 )的P卜B 水平
,

分别为 3
.

3 e~

表 2 铅对外琳代谢影响的性别比较

P b
一

B

组 别
(祥m o l / L )

男 女

Z P P

(拼m o l / L )

F E P

(拌m o l / L )
A L A

一 U

(拼m ol / L )

Z P P

(拼r n o l / L )

F E P

(件m o l / L )
A L A

一 U

1
.

01 士 0
.

2 9

1
.

03 士 0
`

3 4

Q
.

2 0 士 0
.

13 8
.

3 9士 6
.

1 0 1
.

0 9 土 0
,

4 1 0
.

2 2士 0
,

1 0

(科m o l / L )

7
.

6 3 士 5
.

3 4

1
。

I Q~

1
,

9 2 ro

2
。

40 ~

2
。

8 8~

3
.

3 6~

0
.

2 9 士 0
.

17 1 3
.

7 3 士 7
.

6 3 1
.

5 7 士 0
.

52 0
.

4 2士 0
.

32 1 6
.

7 9 士 12
.

9 7

照对 触接

1
.

3 9 土 0
.

7 3 0
.

40 土 0
.

2 5 11 魂5 士 9
.

9 2 1
.

9 8士 0
.

3 4 0
.

52 士 0
.

2 8 1 1
.

4 5 士 4
.

5 8

1
.

6 4 土 0
.

7 2 0
.

38 土 0
.

2 5 16
.

7 9 士 9
.

16 2
.

6 6 土 1
.

2 6 0
。

9通士 O
。

69 1 4
.

5 0 士 9
.

9 2

2
.

0 6 士 0
.

8 0 0
.

7 4 士 0
.

3 4 1 0
.

6 8 士 7
.

6 3 3
.

2 9 士 2
.

7 4 1
.

4 0士 1
.

8 1 1 9
.

8 4 士 1 2
.

2 1

3
.

52 士 1
.

9 4 1
.

3 0 士 1
,

32 8
.

3 9 士 8
.

3 9 3
.

5 7 土 1
.

8 8 1
.

5 9土 1 1 4 1 8
.

3 1 士 1 6
.

Q2

和 2
.

容8 ~ 拼m ol / L ; 而女性则分别为 2
.

88 ~ 和

2
.

40 一拼m ol / L
。

A L A
一二男性各组间无明显差

别 ( P 均 > 0
.

此 )
;
而女性在 P b

一

B水平 3
.

36 ~

拼m ol L/ 时
, A L A

一 u 与对照组差别有显著性
( P < 0

.

0 5 )
。

性别比较上
,

P b一 B 水平分别在

1
.

1 0~
、

2
.

4 0~ 和 3
.

3 6~ 拼m o l / L 归寸,
女性 Z P P

、

F E P和 A LA 、 值均明显高于相应男性 ( P均 <

0
.

0 1 )
。

三
、

铅对神经传导速度影响的性别 比较

如表 3 所示
,

不 同 P b 一B水平下 , 男
、

女

M M c v
、

U M C V和M s C V与相应对照组比
,

均无显著差别 ( PJ 匀> 0
.

05 )
。

性别比较上
,

女性M M C V
、 丁J M C V 和M S C V

,

与男性比
,

降低有显著意义时 P b
一

B水平
,

分别为 1
.

0) ~
、

1
.

0 1~ 和 1
.

9 2~ # m o l / L
。

四
、

铅对血红蛋白
、

尿铅影响的性别比较
由表 4可见

,

男
、

女性不同 P b
一

3 水平时的

H b值
,

与相应刘照组比
,

均无明显阵低 (P 均

表 3 铅对神经传导速度 (m s/ )影响的性别比较
月. .

一
. , . .州 . . . . .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甲 . . . . . . . 甲 . . ~ . 曰 . . . . . .

P b
一

B 男 女
组 别 一

———
(拌m o l / L ) M M C V U M C V M S C V M M C V U M C V 五侄S C V

5 9 8 士 4
.

8 6
.

07 士 5
.

8 60
.

6 士 5
.

2 5 6
.

3 士 5
.

7 59
.

3 士 5
.

8 5 7
.

9 上4
.

9

1
.

0 1 ee

1
。

9 2 or

2
.

4 0 ~

2
.

8 8 ~

3
.

3 6 ~

5 7
.

1 士 7
.

0 6 3
.

5 士 7
.

2 56
.

9 士 5
.

3 5 2
.

4 士 3
.

4

5 5
.

0士 3
.

6

5 7
.

7 士 5
.

3 5 6
.

0 士 8
.

4

照触对接

5 5
.

3 士 4
,

5 57
.

9 士 4
.

7 5 8
.

7 士 5
.

1 5 7
_

1 士 4
.

9

5 7
.

0 士 8
.

0 5 士3
.

9 5 5
.

0 士 8
.

2

5 4
.

连士 8
.

0

5 2
.

5 士 3
.

2

7 土 5
_

8 5 7
.

7 士7
.

名

5 3
.

4 士 9
.

3

吐9
.

6 士 5
.

3

6 6
.

4 士 7
.

9

6 0
.

5 士 4
.

4

53
.

9 士 5
.

6

5弓
.

9 士 5
.

3

57
.

0 土 2
.

6:
O口ù吕.匀巴U

C0
.

6士 6
.

1 5 1
.

4 士 5
.

3 5么 2 土 4
_

5 6 以2 士 5
.

6 5 6
。

3 士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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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5 0)
。

性别比较上
,

由于 H b 值在对照组间

本身存在着性别差异
,

故不再作 分 析
。

P b一 u

男
、

女性 P b召 值均在 3
.

3 6~ 拜m ol / L 时
,

与相应对照组比
,

有明显升高 ( P均 < 。
.

0 5 )
。

性别比较上
,

在向一 P b书 水平
,

P b
一

u 值男
、

女性之间均无明显差别 ( P 均> 0
.

05 )
。

P I)
一

B
组 别

表 4 铅对血红蛋白
、

尿铅影响的性别比较

男

(科们几。 l / L ) H b ( g /L ) P b
一 u ( “

mo
l / L )

女

H b <g / L ) P b
一 u (俘m o } / L )

n匕O口n,
内
U

0 1 ~

9 2 ~

4 0 ~

8 8~

2 6 ~

1 6 4士 1 9

1 5 5士 7
.

0

1 5 6士 2 2

16 7士 1 7

1 7 Q土 9
.

0

1 5 5 士 1 2

1 0 士 0
.

0 7

08 士 0
.

0 5

1 4 Q 士 9
.

主3 7士 1 3

照触对接

1 4 士 0 1 3 8 士 1 9

1 3 士 0 1 3 3 上立2

1 7 士 0
.

0 6 1 31 士 2 6

3 0 士 0 27 1 37 士 1 6

0
,

0 9 士 0
,

0 9

0
.

1 2 士 0
.

1 1

0
.

1 9 土 0
.

3 3

0
.

1 3 士 0
。 1 0

0
.

1 5 士 0
。 1 5

0
.

2 4 土 0
.

1咬

讨 论
血铅作为内剂量是衡量机体近期铅吸收和

评价铅毒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

并可用作确定其

它生物参数限值的基准
` 了 , 。

文献报道
,

由铅毒性引起的主观症状
,

女

性较男性敏感
。

当P b
一

B 值超过 。
.

96 拼m oJ / L时

女性就开始出现
“

乏力
”

症状
。

其发生率为男

性的 9 ~ 1 0倍
,

症状与性别呈显著相关
` , , 。

本文

结果表明
,

症状得分明显增加时的 P b
一

B水平
,

女性低于男性
,
在同一 P b一 水平下

,

尤其在

P b一B Z
.

8 8~ “ m ol / L 时
,

女性症状得分显著高

于男性
,

结果和上一致
。

铅对叶琳代谢的影响
,

同样存在着性别差

异
。

文献报道
,

男性 F E P
、

Z P P 值在 P b
一

B

.1 2。~ 1
.

4 4拌m ol / L 时
,

开始上升
;
而女性在

0
.

96 ~ 1
.

2如 m ol / L 时
,

就开始升高
,

且上升

速度较男性快
`幻 。

本文结果表明
,

女性 F E P

Z P P
、

A L A七 明显上升时 P b
一

B水平均较男

性低
;
在同一 P b 一 B 水平下

,

F E P
、

Z P P 女

性均较男性高
,

尤在 P b 一B 值 2
.

40 ~
、

1
.

01 ~ 和

3
.

3 6 ~ 拼m ol L/ 时差别分别有显著意义
。

提示

铅对叶琳代谢的影响女性较男性敏感
。

本研究发现
,

P b
一

B 值在 1
.

01 ~ 和 1
.

92

~ 拼m ol / L时
,

女性 M M C V
、

U M C V和M S C V

分别明显低于相应的男性
。

可见铅对神经系统

作用
,

也见有性别差异
。

铅对 H b
、

P b
一 u 的影响

,

在本研究中 则

未见性别差异
。

此可能与 H b
、

P b
一 u 对铅作用

不敏感 有关
。

综上
,

从主观症状
、

叶琳代谢及电生理研究

均表明铅毒性具有性别差异
。

其机理尚不清
。

有

人认为
,

女性叶琳代谢系统对铅敏感可能与占
-

氨基酮戊酸脱水酶
、

铁络合酶或缺铁有关
`” 。

考 虑到铅可经母体乳汁和孕妇胎盘传递给

下一代
,

影响其发育
〔 9) ;
也有报道

,

儿童多动

症与环境铅污染有关
〔`的 。

所 以
,

铅不仅直接损

害女职工本身健康
,

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下

一代的健康成长
。

因此
,

加强对女职工的劳动保

护
,

在制订卫生标准时顾及到女职工对铅的敏

感性
,

是特合我国
“

优生优育
”

基本国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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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我显示性和丰富的幻想性
。

本病临床 表 现 多 样

化
,

分离型 〔d i ss o d 跳ive yt p e) 以精神症状为主
,

转

涣型 ( co vn 以
s io n yt p e) 以躯体

.
_

功能障碍为主
。

但这些症状不是做作的
、

伪装的
。

按F r
印d学说

,

由

于患者的一些愿望不能得到满足
,

就压抑 在 潜 意 识

中
,

采取
“

伪装
”

的形式
,

通过分离或转换而成为症

状
。

症状的性质和发生部位具有象征性意义
,

可使受

压抑的愿望得到部分满足
。

因此患者可能因某种心理

需要
、

继发性获益或获得社会支持而使症状持续
、

迁

侈下去
。

詹症在工C D 一 9中属于神经症的一种
,

但在 D S M
-

正中是独立的疾病单元
。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窟症的发

病形式与临床症状和其它神经症相差甚远
,

应从神经

症中划分 出去
。

六
、

关于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曾是我国诊断的主要神经症
,

50 ~ 60 年

代的统计
,

门诊病人占神经精神科的60 %
,

占内科的

2 0 %左右
。

19 82 一 1 9 8 5年的流行病调查表明
,

本病的

患病率为 13
.

0 3 %
。 ,

城市患病率为 1 4
.

0 2%
。 ,

农 村 为

1 2
。

0 5编
,

两者无显著差异
。

12 地 区患病率的差 异很

尤
,

低到 1
.

71 编 (南京 )
,

高到 2 1
。

6 4编 〔新疆 )
,

说明诊断标准相差极大
。

按 1 98 5年新的诊断标准
,

神经衰弱的症状学标准

为
:

①衰弱症状
:

如精神疲乏
、

脑力迟钝
、

注意力难

以集巾
,

记忆困难
,

工作或学习不能持久
,

效率减低 ;

②兴奋症状
:
工作或学习用脑均可引起精神兴奋

,

回

忆及联想增多
,

控制不住
,

可对声光敏感
,

但并不表

现为言语运动增多 ; ③情绪症状
:

易烦 恼
、

易 激

惹
,

也可表现在工作
、

学 习效率下降或精力不足而焦

急
、

苦恼
,

但并无广泛的焦虑或原因不明 的 心 境 低

沉
;

④紧张性疼痛
:

如紧张性头痛
、

紧张性肌肉疼痛
;

⑤睡眠障碍 :
如入睡困难

、

多梦
、

易醒
、

醒后不解乏

等
。

病程标准为至少 3 个月
,

症状常有波动
,

用脑后

加重
,

休息后减轻
。

由于美国的D S M
一

l 已废弃了神经衰弱的诊断
,

1 98 1年美哈佛大学的K l巨 n n 飞a n在湖南医学院用D S M

一
正的诊断标准复查了 10 。例中国医师诊断的神经衰弱

患者
,

认为绝大多数是抑郁症
, 1 例也不 是 神 经 衰

弱
。

因此
,

国内也有人主张废弃神经衰弱的诊断
。

19 8 2年 1 ~ 3 月
,

张明园选择 40 例诊断为神经衰

弱的患者
,

用工C D 一 9
、

D S M
一

I
、

标准化精神状况检查

(P S E ) 和美 N IH 制订的诊断对答量表 ( D 饭 g n o 。饭e

I nt er
v i e w S ch e du le

,

D ls ) 四种诊断标准
,

作出再诊

断
。

结果发现
:

①除D S M
一
l 外

,

绝大多数患者仍 属

神经症范畴; ②多数患者的分类诊断为焦虑性或抑郁

性神经症 ; ③相当比例的患者可诊断为抑郁症
。

1 9 8 3年许又新等用修订的 P S E检查 50 例神经症
,

临床试用的一致性为 71 %
,

有效性为 9 8
.

4%
。

在 4 位

精神科医生诊断一致的42 例 ( 84 % )中
,

有神经衰弱的

25 例
,

焦虑症 5例
,

疑病症 5例
,

抑郁性神经症 7 例
。

1 9 8 6年我在神经科门诊观察 35例诊断为神经症的

患者
,

用 C留 or ll 抑郁症 自评量表测试 1 9例
,

发现 9 5 %

的病人符合抑郁状态
。

我认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
,

也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
,

患者就诊时很少叙述情感障碍
,

多半以叙述躯

体不适为主
,

而医师对神经症的了解不多
,

也很少询

问患者的情感症状
,

因此常把焦虑症或抑郁性神经症

诊断为神经衰弱
,

这是造成神经衰弱的患病率居高不

下的主要原因
。

虽说我国当前并不一定要废弃神经衰

弱的诊断
,

因为其中有医师和群众接受的心理间题
,

也有其它的社会学因素
,

但是对神经衰弱的诊断应当

力求严格掌握
,

因为这是有关治疗和预后的大间题
。

如果诊断为神经衰弱
,

意味着患者将经历一个迁移不

愈
、

病程漫长的痛苦过程
。

相反
,

如果诊断为焦虑症或

抑郁性神经症
,

则应用抗焦虑药或抗抑郁药 (A lnt
a n ~

x i o l对三c s o r a n t id e P esr
s a n t s ) 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

使患者摆脱痛苦
。

所 以临床上要纠正滥用
“

神 经 衰

弱
”

诊断的趋向
。

(上接第 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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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重度氟乙酸胺中毒 1 例报告

黑龙江省劳动卫 生职业病研究所 姜开生 冯克玉

王某
,

男
,

3 1岁
,

1 9 8 6年 6 月 2 2 日早
、

晚误食氟

. 乙酸胺 1 0 09左右
。

24 日晚出现 四肢阵发性强直抽搐
、

大汗淋漓
,

意识不清
。

25 日转入我院
。

入院查体
: T

、

P
、

BP 正常 ; 呈强直性抽搐 , 大
, 汗淋漓

,

抽后呈嗜睡状态
,

项强 , 双侧瞳孔直 径 2
.

5

m m
,

对光反应存在
,

眼底见视乳头色暗
,

边缘稍模

糊
,

网膜有少许渗出
。

心
、

肺正常
,

肝脾未触及
。

排

肠肌可见肌束震颤
。

G or d o n 和O p p e n h e im 氏征右侧

阳性
。

·

实验室检查
:
血

、

尿常规及血钾
、

钠均正常
,

血

氯 7 7m m o l / L
、

尿素氮 1 0m m o l / L
、

胆碱脂酶 45u
。

入院后立即吸氧
,

给予肾上腺皮质激素
、

脱水

剂
、

抗生 素和镇静剂等治疗
。

次 日仍呈阵发性强直性抽

搐
,

昏迷状态
,

双肺布满干性罗音
,

心电图示窦性心

动过速
, T波低平

、

倒置
,

S T段下降
。

第 3 日晚 10 时

肌注乙酞胺 5 克
。

第 4 日晨 5 时病人清 醒
,

抽搐停

止
,

双肺罗音消失
。

生理反射存在
,

病理 反 射 引 不

出
,

脑膜刺激征消失
。

第 10 日精神状态良好
,

正常步

行
,
心电图正常

,
后痊愈出院

。
乙酚胺总用量 5 0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