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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

接触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又饮酒的工人肝肿大发病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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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的氨基硝基化合物是肝脏毒物
,

作业工人长时

期接触后
,

有相当数量的人相继出现乏力
、

腹胀
、

食

欲减退等症状
,

体检有肝肿大体征
。

在从业者中
,

有

长期饮酒习惯的甚多
。

为探讨接触该毒又饮酒的工人

肝肿大的发生情况
,

并觅寻临床检验的阳性指标
,

给

接毒者健康监护提供依据
,

我们对某染料厂 731 名苯

的氨基硝基化合物作业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
。

对象和方法

.1 对象选择

在某染料厂从接触苯的氦基硝基化合物工人中
,

选择 1毛AV
一
I gM

、

玉田 s
、

A g 朔性
,

既往无肝
、

胆疾病

史
,

经常饮白酒或不饮任何酒
,

有明确接毒史工人共

7抓名为观察对象
。

选某低压开关厂不接触毒物的车间
,

除去 H氏 A g

和 H A V 可gM 阳性或既往有肝
、

胆疾病史者
,

在工

龄
、

年龄
、

性别
、

生活条件大致相同的工人 10 3名做

对照
。

2
。

方 法

( 1) 环境毒物材料
:

采用本厂环保科每月定时定

点测定的 1 9 8 8年 12 个月的结果
。

( 2 )病史的采集
:
按拟定好的方案询问职业史

、

饮酒史
、

既往疾病史
、

肝炎接触史
、

服药史和自觉症

状
。

( 3 )体检
:

按体检规范两次筛选
,

用叩触诊和 A

型超声
、

B型超声查肝脏形态和胆囊
、

胆道劝能
,

并

综合分析确定肝脏大小
。

( 4 )肝脏大小的确定
:

参考 1 9 8 2年国 家颂 布的
“

慢性三硝基甲苯中毒的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 ,

根

据本地区既往规定的肝大界限
,

男肝上界在右锁骨中

线第六肋间
,

下界右助缘下 1
.

oc m以上
,

剑突下 4
.

5 c血

以上 ; 女肝上界在右锁骨中线第六肋间
,

下 界 在 右

肋缘下 从 o

cm 以上
,

剑突下 4
.

OC r以 以上
,

为 肝 肿 大

对象
。

( 5 )检验指标
:

用 常 规 法做 S G P T
、

S G O T
、

T T T
、

T F T
、

Z T, 酶标法做甲肝抗体
,

乙肝表面抗原测

定
,

琼脂扩散法做免疫球蛋白
·

测定
,

用比色法测定铜

蓝蛋白
。

结 果

1
.

环境毒物浓度测定

除八车间硝基氯苯平均浓度超标一倍外
,

其余各

车间均在国家允许浓度 以内
。

.2 各组肝肿大发病情况

从表 1 可见男性接毒 饮酒组肝肿大发生率显著地

高于男性接毒不饮酒组
,

并非常显著地高于男性不接

毒不饮酒组及男性不接毒饮酒组和女性接毒 不 饮 酒

组
。

男性接毒不饮酒组肝肿大发生率显著地高于男性

不接毒不饮酒组
,

但与男性不接毒饮酒组和女性接毒

不饮酒组比较差异不显著
。

男性不接毒饮酒组肝肿大

发生率与男性不接毒不饮酒组 比较差异不显著
。

表 1 各组肝肿大发生情况统计
. . . . . . . . . , 户 , . . 甲 ,

一组 别 总人数 肝肿大人数 %

男性不接毒不饮酒组 48 1① 2
.

80

男性接毒饮酒组 2右 7 7 5② 2 8
.

0 5

男性接毒不饮酒组 1 43 22 ③ 15
.

3 8

男性不接毒饮酒组 书 6 ④ 1 0
.

9 1
`

女性接毒不饮酒组 3 21 43 ⑤ 1 3
.

4 0

合 计 83 4 1 7 4

注
:

②③ P < 0
.

0 5 ,

②①P < Q 饥
,

②④ P < 0
.

0 1 ,

②⑤ P < 0
.

0 1
,

③① P < 0
.

0 5
,

③④ P > 0
.

05
,

③⑤ P> 0
.

0 5 ,

④① P > 。
.

0 5

3
.

男性接毒饮酒组肝肿大与工龄
、

饮酒年限关

系

从表 2 可见
:

( 1 ) r = 0
.

9 2 1 5
,

P < 。 .

00 5 接毒饮酒肝肿 大发

病与工龄呈正相关
。

( 2) r 二 。
.

8 1 4 9
,

P < 0
.

00 5 接毒饮酒肝肿大发

病与饮酒年限呈正相关
。

4
.

肝功能检验结果

S G P T
、

S G O T
、

T T T
、

T F T
、

Z T 检验与对照组 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 5 )
。

1
。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2
.

大连染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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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 连低压开关厂卫生科 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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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男性接毒饮酒肝肿大与工龄
、

饮酒年限的关系

每日饮酒量 ( 两 )

最低一最 高 x

饮酒时间 ( 年 )

最低 ~ 最高 x

人 数 肝 大 数

内Jtjnjl勺一O,d肉b门OQ心,上
..

…

.勺八O内h迁勺én
ù

勺ó,
.

通
ù勺山nQ,上1上孟

ù几舀通
ùO山

,上月ù̀诬
ō

通ù勺山̀UO。
月
土门理

,上勺̀ǹ几。,J

,1

2
一

7 5

2
。

45

1 ~ 2 0

1~ 15

1~ 1 5

2~ 4 2

2 or 1 2

1~ 3 6

1 0

5
。

9 0

5
。

6 4

7
。

5 0

7
。

1 7

1 4
。

3 6

644888几.2.1

0~ 2

2~ 4

理~ 6

6~ 8

8~ 10

1 0)

2~ 4

1~ 4

1~ 1 0

0
。

5 ~ 1 0

0
。

5~ 5

O
。
5~ 5 2

。

1 2

合 计 2 8
。

0 8

5
.

接毒肝肿大组血清银蓝蛋白测定结果

表 3 接毒肝肿大组与不接毒健康对照组

铜蓝蛋白测定统计

组 别 人 数 铜蓝蛋 白 (m g / d l)

接 毒 舒 肿 大 组

不 接毒健康对照组

1 09

6 1

11
.

5 9士 2
.

7 1*

1 8
.

6 1 士 4
.

5 9

注
:

接毒肝肿大组与对 照组血清铜蓝蛋白 比较
*
P < 0

.

01

6
.

各组免疫球蛋白的测定结果

从表 4 可见接毒饮酒组血清免疫球蛋白 lg E非常

显著地高于不接毒不饮酒组
。

而 地渔
、

gI M , 显著地

低于不接毒不饮酒组
。

讨 论 分 析

苯的氨基硝基物为肝脏毒物
。

有些作者报道
,

长

期接触低浓度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工人肝肿大发生率

显著增高
。

本文作者 1 9 8 4年对接触该毒物低浓度作业

表 4 各 组 免 疫 球 蛋 白 统 计 表

gI G gI A

门 x 士 S D

lg M
沮 苏巧

—

一 一
一

—
一

—

一
n x 士 S D n x 士 S D n x 士 S D n x 士 S D

接 毒 饮 酒 组

不接毒不饮酒组

2 3 3

65

1 3 13
。

7 4 士 7 1 8
。

9 9

1 3 7 2
.

2 8 士 3 3 7
.

2 4

2 3 3 1 7 2
.

8 5士 1 88

65 24 9
.

3 1士 5 3 9

.

2 8 . 2 3 3

。

1 5 65

6 5
。

1 9 士 1 9
.

65 * *

8 1
.

4 0 士 3 0
.

15

2 3 3

4 6

2 3 7
. 6 4 士 5 43

.

5 7*

8 8
.

7 0士 8 3
.

7 7

注
:

接毒饮酒组与不接毒不饮酒组 比较 * P < 。
.

05 *. P < 0
.

01

环境工人进行了调查
。

肝肿大发生也显著地增高
,

并 表明毒物与酒精的联合作用致肝损加重
。

在男性不饮

做了皮肤污染试验
,

证明作业工人全身皮肤均受不同 酒组中
,

接毒组肝肿大发生率显著的高于不接毒 组 ( P

程度污染
,

说明皮肤吸收和呼吸道吸入均为 重 要 途 < 0
.

05 )
,

表明毒物对肝脏有损害作用
。

男性接毒饮酒

犷 径
。

本次调查亦属低浓度作业环境
,

而肝肿大发生率 组肝肿大发生率非常显著地高于男性不接毒不饮酒组

、 办 为 19
.

15 %
,

与诸报导相符
。

近年来国外学者提出毒物 ( P < 0
.

01 )
,

表明同时接触毒物和酒精对肝脏有联合损

的联合作用指出
,

接触低于容许浓度的单个的化学物 害作用
。

男性接毒不饮酒组与男性不接毒饮酒组肝肿

质可能是安全的
,

但几种化合物同时接触时
,

则可危 大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

男性接毒不饮酒组与女性接毒

害工人健康
。

每 日饮酒 50 9
,

虽然不足引起酒精性肝损 不饮酒组肝肿大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

表明毒物对肝脏

害
,

但可增加有机溶剂的肝毒作用
。

用乙醇对大鼠的 损害无性别差异
。

接毒饮酒工人肝肿大的发生率随着

急慢性实验亦证明
,

酒精所致肝细胞膜N +a
、

K
十 、

A T P 工龄增长而增高 (r 二 0
.

” 15
,

P < 0
.

00 5)
,

又随着饮酒

酶活性增高
。

本次调查在男性不接毒组 中
,

饮酒组与 年限增长而增高 (r 二 0 .8 14 9 , P < 0
.

0 5)
。

酒精本身就

不饮酒组肝肿大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 而在男性接毒组 是一种肝脏毒剂
。

日本大森正英指出
,

长期持续饮

中: 饮酒组肝肿大发生率显著地高于不饮酒 组 (P < 酒
,

早期引起脂肪肝
,

继之肝纤维化
,

后期发生肝硬

〕
.

0 5 )
,

表明饮酒增加了毒物对肝脏的损害作用
。

这一 化
。

经常大量饮酒可引起酒精性肝炎
。

对于有长期饮

现象与国外学者的报道相同
。

在男性饮酒组中
,

接毒组 酒习惯又长期从事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作业的工人
,

肝肿大发生率非常显著地高于不接毒组 (P < 。 .

01 )
。

两种肝脏毒物的联合作用增强了肝脏的损害作用
。

由



此可见
,

从事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作业工人不宜饮酒
。

肝功能生化检验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之内
,

与国内

报道相同
。

免疫球蛋白的测定结果
,

接毒饮酒组非常

显著地高于不接毒健康对照组
,
而 gI M

、

19八 显著地

低于不接毒不饮酒组
。

免疫球蛋白的改变说明 了肝脏

毒性了聆物侵入人体后可引起机体体液免疫功能的改

变
。

关 于免疫球蛋白改变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
。

有人对肝炎
、

肝硬化患者做了铜蓝蛋白改变的研

究
。

发现肝炎
、

肝硬化者铜蓝蛋白明显低于正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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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反映了肝脏的储备功能
。

铜蓝蛋白也可认为铜氧化

酶
,

它可以抑制由二价铁变成三价铁
。

IP O N K a 等人

用电子 自旋共振 (在 2 0 0
O

K ) 进行试验
,

结果表明铜

蓝蛋白和超氧化物确实可以在不改变铜的氧化状态的

情况下
,

形成一个混合物
,

实验还表明铜蓝蛋白可能

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作用
。
本题检验结果接毒肝肿

大组铜蓝蛋白非常显著地低于不接毒健康对照 组 或P

< 0
.

0 1)
,

说明肝毒物致肝脏损害后
,

铜蓝蛋白在肝内

储备减少
,

它可作为接触该毒物健康监护筛选指标
。

长期接触氯丁二烯作业工人的神经系统损害

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大 同 市 职 防 所

田 仁云

高 刘

王 云

庞有孝

万 荣生

高桂珠

氯丁二烯属中等毒类
,

可经呼吸道
、

胃肠道和皮 研 究 方 法

肤吸收
。

急性中毒以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和呼吸道刺激 一
、

详细询问病史及神经系统检查
。

作用的表现 为主
,

慢性中毒以肝脏损害和神经衰弱综 二
、

记忆商测定
:

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

合征为主
。

本文仅对氯丁二烯作业工人神经系统的慢 印的
“

临床记忆量表手册
”
的方法

。

性损害进行 了临床观察及记忆商
、

脑 电图的分析
。

三
、

脑电图检查
:

使用上海产N D 一
82 B型八道脑

研 究 对 象 电图机
,

常规描记法
。

标准电压为 5m m 5 0产V
,

时间

一
、

接触组 常数 0
.

3秒
,

高频衰减为 60 I Jz
,

走纸速度每秒 3呱
。

1
.

选择某化工厂氯丁二烯合成
、

聚合及后处理 四
、

车间空气中氯丁二烯浓度 的测定
:

采用气相

工段工人
,

按随机抽样检查 95 名
,

作为接触组①
,

其 色谱法
。

中女性 17 名
,

平均年龄 38
.

52 岁 ( 2 3~ 5 3)
,

平均工龄 结 果

16 8 2年 (5 ~ 2 8 )
。 `

一
、

车间空气中氯丁二烯浓度

2
.

在接触者中有癫痛样抽搐史者 9 名
,

作为接 1 9 7 3~ 1 9 8 5年主要生产岗位空气中氯丁二烯年平

触组②
,

均为男性
。

均浓度均超过国家标准 (2 m g/ 二 3 )数倍
、

数十倍以至

二
、

对照组 数百倍
。

1 9 7 8年以后由于工艺上采取了遥控
、

密闭
、

选择不接触氯丁二烯及其它化学毒物的健康工人 脱气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

浓度有显著下降
,

但不

51 名
,

其中女性 12名
,

年龄
、

工龄
、

文化程度等条件 够稳定
,

仍未达标 (表 1 )
。

均与接触组 相似
。

二
、

神经功能性异常表现

表 1 氯丁二烯作业岗位空气中氯丁二烯浓度
. . . . . . . . . . 旧 . . 口曰 . . .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标准

m g /m 3

测定结果 (年平均浓度 )

测定 岗位
19 7 3 1 9 74 1 9 7 5 19 7 6 1 9 7 7 1马7 8 1 9 7 9 1 98 0 1 9 8 1 19 8 2 1 98 3 1 9 8 4 1 98 5

26儿

中和干澡

合 成

聚 合

1 4 0
。

4

5 1
。

4

未测定

97

3 6

6 8

3 1

2 7
,

4

4 1 5

3 O

4 2

.

7 1 2 8

2 3
.

5

72 1 0 9
.

8 3 4
。

2

13
,

3 5 6
.

4 14
。

8

11
。

9 5
。

3 29

油 相 未测定 3 2

长网干燥 5 8
。

9 1 1 2
.

2

8 8 0 1名0

送料时

2 9 3 1 1 0

11 0 39 9 4
。

7 1 6 17 9 6 2 14
。

3 13

未测定

未测定

艺3 1
。

6

清理时

1 6 0
。

2

6 8 2 5 0 4 0 1 4 2
。
6 2 9

.

9 6 8
。
6 35

。
7 3 3

.

5 1 7
。
1 4

守少 粉 2 4 0
.

7 10 2
.

Q 16 0 4纽0 1 1 0 24 2 2
。

9 7 5 6
.

8 7
. 9 1 8

。

8 1
.

5 6
。
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