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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作业工人免疫状况的研究

同济医科大学工业毒理研究室 毛福英 段仁勤 徐红光 刘卫东

长 江 电 源 厂 职 工 医 院 程斌生 严 宜恒 陈金桥

提 要 本实验采用酸性 a 一醋酸蔡醋酶法对汞作业工人外周血T 淋巴细胞进行了钡l定
,

并采用单克

隆抗体检测了 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 同时测定了血清免疫球蛋白gI G
、

飞A 和 gI M 的含量
。

结果表明

A N A 它阳性细胞
、

O K T 3 、

O K T 4阳性细胞及。 K T 4 +

/ O K T+s 比值均明显低于 对 照组 ; 血清 gI M 含

量低于对照组
,

而 gI G含量则高于对照组
。

说明汞接触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均会发生改变
。

结合

作业环境条件
、

汞接触者工种
、

工龄及中毒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

提示免疫功能的检查可考虑作为 汞 毒

性损伤的敏感指标之一
,

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关键词 汞 T 淋巴细胞亚群
,

免疫球蛋白

近年来
,

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对免疫功能的

影响及其在毒性评价中的意义引起了人们普遍

的重视
。

汞及其化合物是常见的生产性毒物之

一
,

汞的免疫毒性自然也受到人们的关注
。

不

少文献已报道汞及其化合物能对免疫系统产生

毒性作用
,

经动物实验表明
,

无论是特异性免

疫 (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
,

还是非特异

性防御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 。

另一方面
,

用氯化

汞反复染毒家兔和大鼠能使其肾基底膜产生自

身抗体
,

引起免疫介导的肾小球肾炎
`
川

’ 5 , 。

但

采用 O K T系列对汞作业工人外周血 T淋巴细胞

亚群进行观察尚未见报道
。

本研究 旨在探讨与

人实际按触水平密切相关的免疫毒性
,

以期为

汞 中毒的早期诊断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一
、

研究对象

选择某蓄电池厂从事锌汞电池生产的作业

工人作为汞接触组
,

其 中 男 性25 名
,

女性 2 5

名 ; 年龄分布在玲一 5 4岁
,

平均 36 岁
;
平均工

龄为 13 年
。

对照组为不接触毒物的工 人 和 农

民
,

其中男性 12 名
,

女性议名
;
年龄分布在 22 ~

53 岁
,

平均年龄 37 岁 ;
一般健康状况基本相似

。

二
、

观察指标及方法

1
.

外周血T 淋巴细胞的测定 采用 酸性

a 一醋酸蔡酷酶 ( A N A E )染色法内
。

.2 外周血 T琳巴细胞 亚群的测定 采用

SCA I
一

飞间接花环法
`均

。

用琳巴细胞分层液分

离外周血淋巴细胞
,

用洗涤液调整细胞浓度至

2 x l 。丫m l
。

将淋巴细胞悬液加到 4 个测定孔中

(每孔
一

00 川 )
,

分别测定O K T
3十 、

O K T
。 十 、

O K T
。 +

细胞的百分率及设一对照孔
。

8。。rP m

x 1 0秒
,

甩掉上清
,

每孔加洗涤液 2 0户 l
,

再加

单克隆抗体 O K;T
3 、

O K T
4 、

O K T
。

(武 汉生物

制品研究所提供 )
,

对照组加洗涤液
, 4

O

C
,

30 分钟
。

80 o rP m x 10 秒
,

洗 3 次后加 S A C卜

g1
,

每孔 5拼l
, 4

“

C
, 3 0分钟

。
6 0 0印m 火 1 0 秒

,

洗 6 次后用细胞制片机制片
。

瑞氏染色后
,

油

镜下检查 1 00 ~ 1 5。个淋巴细胞
,

细胞周围粘附

6个以上葡萄球菌者为阳性细胞
,

计算阳性细

胞的百分率
。

3
.

血清免疫球蛋白 (I g G
、

I g A
、

I gM ) 含

量测定 采用单向免疫扩散法
。

lg G
、

lg A
、

lg M单向免疫扩散板由卫生部北京生物 制品研

究所提供
。

结 果

一
、

外周血 T淋巴细胞的变化

汞接触组 A N A E阳性细胞百 分 率 为 54 士

拐%明显低于对照组 (见表 1 )
,

具有极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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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外周血 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汞接触组 O K T
3

阳性细胞为 5 9
.

6士 9
.

5%
,

O K T
`

阳性细胞为 36
.

8 士 6
.

9%
,

O玲 r 4 +

/ O K r
, 十

比值为 1
.

1 7 士 0
.

3 ,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而 O K T
S

阳性细胞与对照组相比
,

未见明显变化 (见表

2 )

三
、

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的变化

与对照组相比
,

汞接触组地G含量 升高
,

而 l gM含量则低于对照组
,

l g A含量则未见明

显变化 (见表 1 )
。

表 1 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及A N A E 十
率的变化 (X 士 S D )

组 别 例 数 lg G (m g% ) 工g A (m g % ) lg M (m g% ) A N A E
+
(% )

汞接触组

对照组

5 0

2 6

11 4 5士 2 07 *

9 9 3士 1 24

15 7士 2 2

16 0 士 5 0

9 9士 10*

1 0 7 士 2 0

5 4 上 1 3
台

7 1 士 9

* 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P < 。
.

01

表 2 外周血 T淋 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X 士 S D )

组 别 例 数 O K T s 干 (% ) O K T 4 斗
(% ) OK T a 斗 (% ) O K T 4 十 / O K T B干

汞接触组

对 照组

2 9

2 0

5 9
.

6 士 9
.

5 *

7 2 9 士 4
.

4

36
.

8士 6
.

9 *

4 3
.

1 土 6
.

0

3 2
.

7 士 5
.

4

3 1
.

3士 6
.

6

1
.

1 7士 0
.

30*

1
.

4 5士 Q
.

4 2

* 表示与 对照组相比 P < 。
.

01

讨 论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汞及其化合物均可影

响实验动物的免疫功能
,

并可导致 自身抗体的

产生
“ , ” ’

川
。

G a w o r s k i 和 S l l a r m a报道汞可抑

制 P H A 和 PW M刺激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 化
,

并同时测定了淋巴细胞膜 A T P酶
,

汞对该酶具

有剂量相关的抑制作用
。

他们认为汞可通过干

扰细胞内D N A 的合成而直接影响 T淋巴细胞
,

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幻 。

W
e en 吨等和 D加加 r 等

对大鼠和小 鼠的试验中也得 到 了 同 样 的 结

果
〔3 ’ 工的 。

本研究采用 A N A E染色法测定了汞接触

者外周血 T淋巴细胞的变化
,

并采用 O K T系列

观察了 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

结果表明汞 接

触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总数下降
,

说明 汞 对

T淋巴细胞产生了抑制作用
。

本研究还 发现
,

汞所造成的 T淋巴细胞减少
,

主要是辅助 /诱导

T 细胞的减少
,

而抑制 /细胞毒 T细胞则未见明

显改变
。

表现为 O K T 4 十

细胞减少
,

O K T
` 十

/

O K T
。 十
比值降低

,

而 O K T
; +

细胞与对照组相比

未见明显改变
。

说明不同亚群的 T细胞对汞的

反应是不 同的
,

而不同亚群的T细胞在 产生抗

体和淋巴因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

的
,

互相调节的
。

因此
,

汞所致的淋巴细胞间

的协调关系的改变值得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

许多具有免疫毒性的化学物质对细胞免疫

和体液免疫的影响常常表现出不 同的作用
。

本

研究表明汞可抑制细胞免疫功能
,

但对体液免

疫却具有不同的作用
。

接触汞可使血清 lg G 含

量增高
,

lg M 含量降低
,

独A未见明显 变 化
。

而其它研究者关于汞对体液免疫的影响 目前报

道尚不一致
。

有人报道汞可降低实验动物的体

液免疫能力
,

抑制抗体的产生川
` , 。

另一些报道
.

汞可导致实验动物产生
.

自身抗体
,

对体液免疫

有促进作用
〔` , ” ` 〕。

综上所述
,

说明汞对免疫系

统影响是复杂的
。

在本次调查中
,

我们还结合作业环境空气

中汞的浓度以及汞接触者尿汞值
、

汞中毒发生

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

通过初步调查
,

了解到该

车间除少数工序作业环境中汞蒸气浓度超过国

家标准M A C I ~ 2 5倍外
,

绝大部分场所未超过

国家规定的M A .C
。

尿汞测定值仅少部分人超过

正常值上限
。

根据国家汞中毒诊断标准未发现

汞中毒患者
。

但是
,

他们的免疫功能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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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

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明显降低
,

提示免

疫功能的检查可考虑作为汞毒性损伤的敏感指

标之一
,

_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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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基铅所致尿d
一

A L A
、

C P和尿铅升高1例

华西医科大学职业病防治院 杨跃林 陈在射 王玉彬 王 晓英

我院近期收治四乙基铅所致尿铅
、

占一L A
、

CP 同 讨 论
:

本例接触四乙基铅 4 年
,

现场空气中四

时升高患者 1例
,

现报告如下
。 、

乙基铅浓度测定 19 88年超过国家标准 2
.

9倍
, 1 9 8 9年

刘某
,

男
,

42 岁
,

某厂炼油车间工人
。

患者从事 也测到一定量
,

空气中无机铅浓度甚微 ; 患者除神经

汽油制造 4 年
,

接触 四乙基铅和汽油
。

每周使用四乙 衰弱症状和尿铅
、

d一L A
、

CP 升高外
,

无急慢性四乙

基铅两次
,

每次 3 ~ 4 小时
,

为露天作业
,

四 乙基铅 基铅中毒症状和体征
,

诊断四乙基铅中毒不成立
。

患

在密闭管道中
,

有滴漏等现象
。

者无服含铅药物
、

毒物史及无机铅接触史
,

诊断铅中

患者入院前半年无诱因出现头昏
、

头痛 (隐痛 )
、

全 毒也不恰当
。

尿铅及驱铅结果经临床观察属实
,

最后

身乏力
、

不愿活动
,

多梦
、

易醒
,

无腹痛
、

多汗等症状
,

定 集体讨论诊断为四乙基铅观察对象
。

有文献报告慢性

期体检尿铅
、

d一A L A
、

CP 升高
,

遂收入院
,

既往体健
。

四乙基铅中毒一般尿铅
、

d一A LA
、

CP 正常
,

驱铅轻度

入院查体
: T 3 6

.

6 oc
, P 81 次 /分

, R 20 次 /分
,

升高
。

本例患者接触 四乙基铅后出现 尿铅
,

占一A L A
、

B 1P 3/ gk P a ,

神清合作
,

自动体位
,

营养良好
,

发育 CP 升高及驱铅明显升高
,

这与有关文献报告不一致
。

正常
,

头颈部及器官无异常
,

心肺无异常
,

肝脾肋下 四乙基铅在肝内转化为兰 乙基铅
,

三 乙基铅又缓慢分

未及
,

腹部无压痛
,

神经系统无异常发现
。

解成二乙基铅和无机铅
,

而后从尿中排出
。

由于本例

实验宣检查
: B 型超声波探查发现胆囊结石

,

晨尿 患有胆囊结石
,

是否由于胆囊结石影响了四 乙基铅在

铅 0
.

4 3 5拼m o l / L
,

占一L A 7 8
.

叩“
mo l /L

,

C P (十 )
。

肝内的正常代谢
,

而使尿铅
、

己峨 L A
、

C P 升高目前尚

经C aN
a , E D T A 驱铅

、

对症等处理
,

驱铅第四
、

五 难断定
,

尿铅
、

d一A L A
、

CP 升高是否是四 乙基铅中毒

疗程尿铅正常
。

入院第四天查 CP ( 一 ) ,己一L A 6 2
.

7 3 的特殊类型
,

也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

本文认为

产咖 1L/
;
入院第二十七天查 d一A LA

2 9
.

o 7 “ 扛幻 l/ L
。

四乙基铅作业工人定期体检时 有 必 要常规查尿铅
、

集体讨论诊断为
:

四乙基铅观察对象
、

胆囊结石
。

乙气改L A
、

C P等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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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职业

流行病学学组成立暨学术交流会在秦皇岛举行

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职业流行病学学组成立暨第一届学术交 流会
,

于 1 9 9 0年 7 月 11 一刊 日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举行
。

来自各级职防院所
、

防疫 站
、

高等医学 院校和科研单位的 2例名代表参加 了大会
。

会议由

傅慰祖副研究员主持
。

我国劳动卫生界老前辈顾学箕教授致开幕词
。

韩向午教授代表学组筹备组作了学组筹备过

程报告
。

会上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秘书苍恩志副教授代表主任委员刚葆琪教授宣读学组组成人员名单
。

学组 由王

治明
、

刘占元
、

叶草萃
、

陈镜琼
、

陈曙阳
、

金水高
、

韩向午
、

傅慰祖 (按姓氏笔画为序 ) 等 8人组成
。

韩向午
、

傅慰祖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
,

袁聚祥为秘书
。

学组挂靠华北煤炭 医学院
。

大会共收到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及职业病预 测方法
,

尘胁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

职业肿瘤 流行病 学 调

查研究
,

职业中毒流行病学调查等有关方面论文共 2 32 篇
。

经学组筹备组审稿
,

大会发言 5 篇
,

大会交流巧篇
,

分组交流 107 篇

学组决定下届学术会议将在 1 9 9 3年召开
。

( 中华预 防 医学会劳动卫 生 与职业
.

病学会职 业流行病学学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