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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作业工人监测指标的探讨

张金松
`

黄金祥
`

陈 娱
`

佘玉 琴
,

杨 师
`

贾俊华
`

张银芝
2

张寿林
`

诸尚跃
,

自V a n D o o
rn 等证实接触C S Z工人尿中存 在 代

谢产物 T T C A后
,

国外已将尿 T T C A列为 C S :

作业 工

人的生物监测指标
。

目前
,

国内这方面报道尚少
。

为了

防止 c s Z的职业危害
, ’

需要制订早期的监测指标
。

苯
文根据现场调查资料与生物学监测指标进行了综合分

析
,

以期对制订早期监测指标提供实验依据
,

现将研

究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分析对象

1
.

接触组

( 1 )甲组 甲地某化纤厂长丝车间工人共 65 名
,

其中男 55人
,

女 10 人
,

接触工龄 4 个月一 1 6年
。

( 2 )乙组 乙地某化纤厂 长 短 丝 车 间 工 人 共

2 0 2名
,

其中男 5 9人
,

女 1 3人
,

年龄 1 9~ 5 0岁
,

接触

工龄 2
.

5~ 29 年
。

乙

2
.

对照组

某研究所和电池厂不接触C S : 的人员共 1 1 5名
,

其中男 5 8人
,

女 5 7人
,

年龄 2 0一 5 8岁
。

二
、

测定方法

C S Z作业工人工作班结束时立即收集尿 液 进 行

T T C A 测定
,

用 11P L C法测 定
。

同 时 测定 尿 肌 配

含量
,

尿测定值用每克肌醉含 T T C A 的毫克 数 表 示

O” g g/
·

食 o) H p CL 测定条件
: B ec k m an 3 40 液相 色

谱仪 ; 色谱柱U L切aS户
e代 T M p D S

,
: 拌

,
4

.

6m ln

x 1 6 Cm ; 前置柱U L t r咫 P h e er T M O D S
,

5产
,
纽

.

`m m

x 4
.

s c m
; 紫外检测器波长 2 54 n m ; 流动相A液

:

甲醇 :

水 : 冰乙酸 二 4 : 9 6 : 1; B液
:

甲醇 :水 : 冰乙酸 = 95 : 1: 1
.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一
、

接触组与对照组尿中T T C A测定结果

表 1显示
,

接触组工人尿中T T C A浓度显著地高于

对照组 ( P < 。
.

01 )
。

接触组中有 1 例尿T T C A值为 。 ,

此例属于不密切接ha 组 (见后 )
。

在收集尿样期间
,

甲
、

乙组车间空气中C S Z
浓度分别为29

.

02 娜 g /m 3 和

3 4
.

9 2 1们 9 2尸m
3 ,

C S Z
浓度均 已超过我 国现行的企 业 卫

生标准 ( 10 m g /孤
3 )

。

由此可以说明工人尿中T T C A 含

量的增高与车间空气中高浓度的 C S Z

有着密切关系
。

二
、

C S Z作业工人班前与班后尿T T C A的比较

本文对乙厂长短丝车间46 名接触 C S : 作 业 的 工

人班前
、

班末尿中T T C A含量分别进行了测定
。

实验

结果表明
:

班前与班末尿中 T T C A浓度之差的均数 为

。
.

93 mg /g
·

C r ,

均值经 t检验
,

P < 0
.

肠
,

显示班前与班

末尿 T T C A浓度有显著差别
,

工作班末明 显 高 于 班

前
,

说明尿 T T C A 的增高与工人近 期接触C S Z有 关
。

三
、

C S Z
接触程度与尿 T T C A浓度的关系

根据工人接触C S Z
的程度

,

我们将接触组分为 密

切接触组 (如纺丝
、

运转
、

集束
、

切断等 岗位 的工

人 ) 和不密切接触组 (如维修
、

塑料焊工
、

油漆
、

供

水等岗位的工人 )
,

并对这两组土人尿中T T C A浓度

进行了比较 (见表 2 )
。

表 2 不 同工种尿 T T C A 浓度的比较

C S Z接触程度 例数
尿 T T C A浓度 ( m g / g

·

C r)

X 士 S *

表 1 两组工人尿 T T C A浓度的比较

组 别 例数
尿 T T C A

均 值
浓度范围
(m g /gC

·

r )

接触组

甲组

乙组

对照组

3
.

9 5*

4
.

9 9*

3
。

2 8*

1
。
8 1

0
。
0 ~ 1 4

.

02

0
。
2~ 1 3

.

92

0
。

0~ 14
.

0 2

0
。

O~ 3
。 2 3

密 切 接 触 组 14 9 4
.

峨3 * * 2
.

8 8

不密切接触组 18 1 . 4 4 1
、

1 2

产* P < 。
.

01 *
x 士 S = 均值 士标准差

两组工人尿 T T以均值经 t
,

检验有非常显著差异

(P < 。 .

01 )
,

密切接触组工人尿 T T C A 浓度明显高

于不密切接触组
,

说明作业工人 C跳 的接 触量 与尿

T T CA含量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
。

四
、

脱离时间与尿T T C A的关系

根据C S Z作业工人脱离接触C S Z的时间不同
,

对

其尿中T T C A 浓度进行了测定
。

结某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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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 S Z脱离时间与尿T T C A变化的比较

脱离时间 (小时 ) 例数
尿 T T C A 浓度 ( m g / g

·

C )r

X 土 S

短丝车间 24 14 2
.

67 * 0
.

8 4

4 8 1 1 2
.

3 5 1
。

0 2

长丝车间 1 2 4 3
.

0 0 * 0
。

97

1 6 a Z
。

1 2 0
。

5 7

18 9 1
,

7 6 0
。

5 3

对 照组 1 15 1
.

8 1 0
。

7 0

* P < 。
.

01 (与对 照组 比较 )

从测定结果发现
,

短丝车间工人脱离工作 4 8小时

后尿 T T CA浓度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P > 。
.

05 )
,

但脱离工作 2 4小时尿 T T C A仍很高 ( P < 。 .

0 1) ;而长丝

车间工人脱离工作加小时后尿T T C A与对照组 比较已

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

说明短丝车间工人尿 T T C A

浓度高于长丝车间的工人
,

这与短丝车间工 人 接 触

C S Z量大 (空气中C S Z浓度短丝车间为 4 0
.

2 5 n 飞g /m
” ,

长丝车间为粼
.

9 了m g z护m 3 ; 而且生产短丝的 原 料 中

C S Z含量高于生产长丝的原料中C S :
的含量 ) 有关

,

再

次证明 C S Z 接触量大的工人尿中 T T C A 浓度高的结

论
,

同时间接说明随着脱离工作时间延长
,

尿中T T C A

含量的多少与体内吸收 C S Z 的量有密切关系
。

吸收量

愈大
,

尿中T T C A浓度愈高
,

并且尿中T T C A的检出

时间也要延长
。

五
、

接触工龄与尿T T C A浓度的比较

我们将密切接触组中的工人按工龄不同 分 为 三

组
, ’

并对各组尿T T C A浓度进行了比较
,

结果见表 4
。

测定结果经方差分析得出
:

三个工龄组尿 T T C A

表 4 不同工龄组间尿 T T C A 浓度的比较

浓度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说明尿中 T T C A

浓度与接触工龄无关
,

它只 反映工人近期接触C S Z 的

情况
。

小 结

近年来
,

国内外关于C S Z毒性作用的报道很多
,

但

有关 C S :
监测指标的报道甚少

。
1 9 81 年V an D O or n等

对 C S Z
作业工人尿中有机硫化合物进 行 了测 定

,

发

现尿中C S :
代谢物主要有 T T C A ( 2一硫代唾哩烷

一 4一梭

酸 )
、

O T C A (2 一

氧代噬 哩烷
一 4 一梭酸 )

、

硫脉
、

M T O ( 2 -

疏基唾哇琳
一 5一酮 )等

。

T T C A是 C S : 代谢物中的一 种
,

进入人体内的 C S Z在 G SH (谷胧甘肤 ) 的作 用 下 生

成H S一 C 一S G
,

后者转变为 C H Z
一 C H一 C 0 0 H

}} ! }
9 S N l l

\ c /

工 龄 尿 T T C A 浓度 (m g / g
·

C .)I

+一一X
(年 ) 例 数

蕊 5—
一 - -

.

一一
-

.

一 ~

一
一

一
、

一一
《 5 4 5 4

_

9 9 夕 侣 7

C~ 1 0

> 1 0

。

0 7

。

3 8

2
。

8 7

2
。

9 4

}1
S

( T T C A )
。

V an D 。。 r n 用H P L C对上述几种有 机 硫

化合物进行了测定
,

结果显示
,

T T C A浓度是 O T C A

的 4。。o倍
,

并且 T T C A 比硫脉
、

O T C A 敏感
。

可见

T T C A 做为C S :

作业者的监测指标是适宜的
。

本文调查结果发现
,

尿 T T C A与接触 C S Z 浓度有

密切关系
,

接触组工人尿中T T C A浓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 ( P < 。 .

0 1) ; 而密切接触组又显著高于不密切接 触

组 ( P < 0
.

0 1)
。

说明尿 T T C A
,

的变化可间接反映工人接

触C S : 的程度
。

通过对C S Z 脱离时间和不同工龄尿T T C A 测定结

果的比较
,

说明 C S Z
在人体内代谢较快

,

进而 说 明

尿T T C A 只能反映工人近期接触C S :
的量

。

本文测定了 n s例不接触C S Z人员的尿 T T C A
,

结

果显示
,

波长在 2 5 4 n m 和 280 n m处
,

大部分人
`

员 尿

中可检出 T T C A
,

结果与文献报道不符
,

这部分 工 作

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T T C A 是反映工人近期接

触 C S Z的良好指标
。

(本文完成过程 中得到我所化学室吴宜群老师的大力 帮

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

O山Q山n心任̀

慢性苯中毒患者染色体G 带变化的探讨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职业病科 李 沉 丁 钱

慢性苯中毒患者的外周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增

高
,

国内外已有不少报道
,

而染色体分带技术在国内

仅有钟氏动物实验染色体G 带资料
。

本文报告 3 5例 慢

性苯中毒患者外周淋巴细胞染色体G带分析并选其 中

1。例同时进行骨髓细胞染色体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