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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

铅作业工人红细胞锌原吓琳及其生化指标关系的探讨

哈尔滨市职业病院 于 风英

铅的生物检测指标和检验方法很多
。

根据铅可引

起叶琳代谢障碍
,

使血中锌原外琳增高的机理
,

为探

讨红细胞锌原叶琳含量在慢性铅中毒早期诊断的实用

价值及与其它生化指标的关系
,

我们做了如下实验观

察
。

一
、

调查对象

某电池广铸造
、

涂板
、

装配车间 195 人
,

其中男

10 2人
,

女 9 3人
,

年龄 2 0~ 50岁
,

工龄 1 ~ 30年
。

对每

个铅接触者均做了个案调查
,

同时测定空气 中 铅 浓

度
。

另选择 110 名血红蛋白 n g % 以上的非铅接触者
,

其中男 4 6人
,

女“ 人
,

并且工龄
、

年龄等相近似者做

对照
,

测定项目同上
。

二
、

实验结果

1
.

空气铅的测定及临床观察
:
该厂存在的主要

生产性有害因素为铅尘和铅烟
。

表 1 生产作业场所铅侧定结果

测定地点 样品数 范围 ( m g /m 勺 均数 (m g/ m
3
) 超标倍致

涂板 (铅尘 ) 3 0
. 1 3~ 。

.

2 5 0
.

2 0 6
.

6 6

铸造 ( 铅烟) 6 0 .

2 1~ 0
.

3 2 0
.

2 7 7
.

0 0

装配 (铅尘 ) 5 0
一

0 5 ~ 0
.

2 1 0
。

1 7 5
一

名。

可以看出
,

所测空气铅浓度均超过国家 规 定标

准
。

在这种环境下
,

铅接触者主要临床症状是神经衰

弱综合症
,

食欲不振
,

口 内金属味
,

腹痛
,

个别有铅

纹疼
。

2
.

各项生化指标
:

各项生化指标检查结果均呈正偏态分布
,

经几何

均数统计结果如下
。

表 2 铅接触组与对照组各项生化指标

一壁壑卫笠匕逝生七一
组 别

铅接触组

性别 人数 士 S D

P b

X

一
U ( m g/ L )

士 S D

占
一

A L A

女

对 照 组 男

女

4
。

7 7 0

5
。

3 0 4

2
。

2 2 Q

2
。 3 70

2
。
2 37

2
。

2 9 3

0
。

6 1 7

0 。 7 3 4

0
。 1 0 1

0
。

1 32

0
。

0 3 2

0
. 0 3 5

2
。

3 5 7

2
。 1 06

0
。

0 1 6

0
。

0 2 8

叮
。
吕50

6
。

4么8

2
。

1 3 2

2
。

3 3 0

(m g / I
·
)

士 S D

1
.

吕0 5

1
。

73 2

1
。

3 7 0

1
。
4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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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 比较
:

沙 P 七= n
.

3 4 ;

bP 一 七= 3
.

27 ; 3
.

将接触组根据他们接触空气铅浓度高低分成

J
一 A L A 七二 2 0

.

6 8
,

t > 七
. 。 . 。 1 , 2

.

57 6
, P < 0

.

01
。

两组 高浓度组 (空气铅浓度 0
.

21 ~ 。 .

35 m g / )L 和低浓度

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组 (空气铅浓度 0
.

08 ~ 。 .

20 m g / )L 进行比较
。

表 3 高 低 浓 度 两 组 间 比 较

分 组 例 数 一业狙里望g之吕耳性一 一一里匕业些名些互一一

范 围 X 范 围 X 范 围 X

低浓度组 1 6 1
.

9一 11
.

8 5
.

0 0
.

0 4 5~ 0
.

2 7 0 ,

12 9 2
.

2 5~ 1 1
.

7 5
.

58

高浓度组 3 3 2
.

0~ 4 1
。

5 9
。

7 0
。

0 8~ O
。

4 2 0
。

1 9 5 2
。

2 5一 3 6
.

6 吕
.

56

侧 . .

一
一
-

. . . . . .曰 自.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国

两组间经 七值检验
: Z P P 七= 9

.

01 ; P b · U .t 二

公
.

2 9 ; 舀
一 A L A 七。 9

.
6 1

,

t > t . o . o : ) 2
.

6 7 8
, P < 0

.

0 1
,

两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说明高浓度接触者 Z P P ,

P b
·

u
,

占一 LA 明显高于低浓度组
。

检验结果 与 空

气铅浓度均呈明显的剂量一效应关系
。

4
.

为了验证z P P对慢性铅中毒的诊断价值
,

与

铅吸收及铅接触者进行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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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铅 临 床 毒 作 用 分 组 比 较

例数
Z P P ( “ g/ g H b) P b

一

U ( m g/ L ) 占
一

A L A ( m g/ L )

范 围 X 范 围 X 范 围 X

铅中毒组

铅吸收组

铅接触组

2
。
3 ~ 3 7

。

5

1
。

5 ~ 2 3
。

1

6 ~ 9
。

8

1 1
。

4 3

4
。

76

2
。

6 5

0
。 0 8 ro 0

.

36 0
.

1 7 4

0
,

0 3~ 0
。

3 5 0
。

1 3 9

0
.
0 3 ~ 0

。
2 8 0

.

0 8

4
.

0一 3 6
。
6 7

。
7 1

2
.

2~ 1 1
。

1 5
。
4 9

2
.

2~ 6
。

1 5
.

0 5

O曰no八D
月三一O乙UO

铅中毒组与铅吸收组经 t值检 验
,

z 尸尸 t = 3
.

8’

P b . U t = 10
.

9 6
,

a一A L A t = 9
.

0
,

t > t 。0
.

0 1 , 2
.

6 78 ,

P < 。 .

DI
,

两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铅吸收组与铅接触组经 七 值检验 Z P P 七= 3
.

64
,

bP 一 t 二 2
.

9 6 3
,

a
一 A工A t = 1

.

2 4 6
,

结果 Z P P 和

P b一 U t > t 心。
. 0 : , 2

.

6 4 5 , P < 0
.

0 1
,

两组间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
,

而 a
一A L A 七< 七

` 。 . 。 5 , 2
.

00
,

两组间无

显著性差异
,

说明 Z P P
,

P b一 U 和 手 A L A 都是铅中

毒诊断的敏感指标
,

舀
一
A L A稍差

。

5
.

为 了验证 Z P P
,

P b 一 U 和卜A L A的关系
,

做了相关分析
。

Z P P 与 P b · U 比较
, r = 0

.

3 9 5
,

士r = 2
.

74 ,士r
>

t ` 。 . 。 , , 2
.

7 0 4
,

p < 0
.

0 1
,

具有明显正相关性
。

Z P P 与 a
一
A L A 比较

, r 二 0
.

3 9 6
,

七r 二 2
.

6 9 ,

: > t ` 0
.

0 。 , 2
.

0 2 1
,

p < 0
.

0 5 ,

具有显著正相关性
。

表 5 Z P P与 P b一U 及品 A L A的相关关系

生化指标

Z P P

Z P P

与 P b
一

U

与占
一

A L A

4 2

4 1

0
.

3 9 8

0
。

3 9 6

< 0
。

0 1

< 0
。

0 5

三
、

小 结
1

.

铅接触者 Z P P
、

P b一U 及 J
一A L A 与正常对

照组 比较 七> t
` 。

.

0 : , 2
.

5 76
,

P < 0
.

0 1
,

两组间有非

常显著性差异
,

可作为铅中毒的诊断指标
。

2
.

Z P P
、

P b一 U及 a一A L A 与空气中铅浓度呈

明显的剂量
一

效应关系
,

可作为生物检测和环境 监 测

的评价指标
。

3
.

Z P P
、

P b司
,

刁
. A L A 都是铅中毒 诊 断的

敏感指标
,

三者具有明显相关性
。

化学烧伤 19 9例分析讨论

马元章 杨顺江 戴昌作

力不到。
.

1
,

计 10 只眼
。

面部需整形者5例
。

讨论与体会

当前可造成化学烧伤的产品已有 2 5 00 0余种
。

本

组病例涉及的化学剂共 30 种
。

酸碱等化学剂对皮表产

化学致伤剂种类及例数

” 类 例数

{
” “ 例 ”

种 类 例数

1 2

4

1

1

1

1 5

1 3

6

1

1

水灰氨石
Ò.上
, .ù,二, .一1止, .

硝基苯

甲 醇

6 6C 粉

硫 磺

氯化钡

苯

氯化钙

氯化胺

碱类

电 石

石灰氮

氢氧化铝

石硫合剂

其它类

沥 青

热水泥

电解铝液

磺胺脉

氯 乙烯

|川引川引引州川州川州酸类

酸酸酸硝硫盐

澳化剂

醋 酸

氢氟酸
.上00的乙

Ò,曰

胺酚硫苯

衙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医院烧伤病房

本文复习了我院 2 0 6 7年 z月至 1 9 8 9年 1月 (缺 1 9 6 8
、

1 9 6 9两年多病历 ) 住院的 1 99 例化学烧伤
,

并进行分

析讨论
。

临 床 资 料

(一 ) 一般资料 1 99 例烧伤患者男 164 例
,

女35

例
,

年龄最大者 6 1岁
,

最小者 9岁
,

1 9~ 4 5岁者 1 8 3例
。

工人 17 5例
,

农 民 12 例
,

干部 8例
,

中
、

小学生 4 例
。

(二 ) 烧伤部位 分头面颈
、

躯干
、

四肢
、

眼及 口

腔五个部位统计例次
,

头面颈部 83
,

躯干 33
,

四肢 142
,

眼 3 8
,

口腔 2
。

(三 ) 化学致伤剂种类及例数 化学剂共 3 0种
,

酸类 94 例
,

碱类 69 例
,

其它 36 例
,

见下表
。

(四 ) 烧伤面积
、

深度及治疗结果 烧伤面积最

大者为热水泥浆烧伤
。

总体表面积 88 % ( l
’

52
,

l
。

36 )
。

面积10 % 以上者 41 例
,

其中 30 %以上者 17 例
。

皮肤烧伤皆痊愈出院
。

眼烧伤视力较前明显受损者 13

例
,

计1 9只眼
,

视力降为0
.

5以下者 6例
,

其中 1 例视

来苏儿

盐酸氯
化 锌

液 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