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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TN T对作业工人谷胧甘肤
、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

及铜蓝蛋白影响的调查与分析

北京医科大学 沈惠麒 陶 明
*

都炳 华
*

三硝基甲苯 ( TN T)在我国不但接触人员多
,
而且 样

, K B H 型防爆采样器
,

流量 15 升 /分
,

标准碱醇法

危害大
。

据 19了9~ 1 9 8 1年全国五种职业毒物普查发现 分析
。

中毒者为五种常见职业毒物的首位
。

其主要毒害是损 2
.

皮肤污染情况调查
;
酒精棉擦拭法

,

面积 9

伤眼晶状体
、

肝脏及血液系统
。

多年来有 关 T N T的 cm 气 碱醇法分析
。

毒性的材料发表很多
,

但有关机理方面仅在近年才涉 3
.

作业工人健康检查
。

及
。

为了为江泉观等提出的T N T还原活化机理研究提 4
.

全血G SH
、
G S H ` P义及血清铜蓝蛋白测定

。

供间接证据
,

我们对河南某地化工厂 T N T 作业工人 调 查 结 果

进行了现场调查分析
,

着重对还原活化有关的 G S H
、

1
.

空气中 T N T 浓度侧定
:

G S H - P x 以及血清铜蓝蛋白指标进行了观察
。

1 98了年和 1 9 8 8年两年测定结果见表 1
。

调查内容和方法 .2 皮肤污染情况
:

1
.

空气中 T N T 浓度测定
:

用聚氯乙烯滤膜采 对 33 名工人的手
、

面颊
、

胸及背部的皮肤进行了

表 1 车间空气及环境中 T N T 浓度 (m g /功
, )

1 9 87年
采样地点

样品数 浓 度 平均超标倍数

19 8 8年

样 品数 浓 度 平均超标倍数

球磨车间 即
.

15
( 1

.

0 1一 3 6 2
.

0 3)

1
.

5 1 8

( 0
.

18~ 2 0
,

8 9 )

1 4
.

2 2

( 0
.

3 5一 8 5
.

9 5 )

4 4
.

4 3

( 1 4
.

0 3一 2 0 0
.

5 6 )

2
.

44

( 1
.

2 5一 5
.

22 )

1 9
。

1 5

混药车间 0
。

5 2

1 3
。

2 2

( 6
.

2 1~ 4 3
.

9 4 )

6
.

9 4

( 3
.

6 5~ 1 3
.

1 9 )

12
.

2 2

凉药车间 1 3
.

2 2

装药车间 4 3
。

4 3

7
。

7 3

( 1
.

2 0一 2 2
.

e 4 )

5
.

9 6

( 2
.

7 7 ee 12
.

8 3 )

4
.

9 6

包装车间 1
。

4 4 0
.

2

测定
,

结果见表 2
。

3
.

作业工人健康检查

( 1 ) 对工龄 1 年以上的14 3名工人进 行 了全面

的体格检查
,

发现 T N T接触高水平的工人多有乏力
、

头痛
、

头昏
、

失眠
、

多梦
、

记忆力下降等神经衰弱综

合征的表现
,

以及食欲不振
、

恶心
、

腹胀
、

便秘等消化

系统的症状 ; 严重者有明显 T N T 面容
:

面色灰黄或

苍自
, 口唇

、

耳廓略呈青紫
。

( 2 ) 眼科及生化检查结果发现
:

晶状 体 混 浊

42 人
,

占体检人数 2 9
.

4 %
,

并随工龄增长
,

T N T 白

内障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均增加
。

工龄 1年其发病率

为2
.

67 %
,

5 年为41
.

67 %
,

1 0年以上高达 6 5
.

6 2 %
。

肝功能异常 1 3人
,

占.9 1 %
;

贫血 22 人
,

占 15
。

4%
。

根据慢性三硝基甲苯诊断标准
,

经专家联合会诊
,

确

诊 T N T轻度中毒 3 人
,

I 期白内障20 人
,

I 期 21 人
,

l 期 l 人
。

4
.

全血 G S H
,

G S--H P x 及血清铜蓝蛋白的测

定
:

( 1 ) 观察对象 在上述调查基础上
,

选择工龄

2 年以上 T N T 作业工人 70 人为接触组 (男 47 人
,

女

2 3人 ; 年龄 18一 4 0岁
,

工龄 2 一 1 7 年 )
,

以 不 接触
T N T 和其 他任何毒物的当地肉联厂工人74 人 (男 50

人
,

女 24 人 ; 年龄 20 一 40 岁
,

工龄 1一巧年 ) 作为对

照组
。

, 8 2级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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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测定方法 取清晨空腹静脉血血清测血清

铜蓝蛋白
,

以 3
.

8肠构椽酸钠抗凝血测全血谷脱甘肤和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酸
。

( 3 ) 测定结果 各项指标测定结果见表 3
、

表`

表 2 体表各部位污染量分布情况

面 颊 胸 双 臀 大腿前 总 量

球磨 ( 4 )

混药 ( 5 )

凉药 ( 5 )

装药 ( 9 )

包装 ( 1 0 )

2 7 2王 1 33

1 6
.

5土 5
.

5

4 9
.

9 士 2 0
.

8

5 7
.

1士 4 8
.

9

6
.

2士 2
.

5

1 2 2士 8 3

6
。

5士 4
.

5

1 2
.

1土 8
.

5

1 3 8 士 9
.

15

3
.

1 士 1 2

4 3
.

6 士 42

7
.

9 士 2
.

7

2 2 9 士 9
.

4

2 6 2 士 15

5
`

3上 2
.

0

6 2士 7 7

5
.

7 士 1
.

9

14
.

2士 4
.

9

1 4
.

1土 6
.

8

5
.

3上 2
.

8

17
.

9 士 2 2

2
.

8 士 2
.

7

5
.

1士 2
.

3

4
.

6 土 2
.

5

3
.

4 土 2
.

9

8
.

9 士 8
.

6

1
。

6士 0
.

5

7
.

0士 4
.

8

6
.

1士 4
.

2

1
,

1 出 0
.

4 1

5 25
.

9 士 2 27

3 9
.

7 土 1 1
.

3

1 11
.

2 士 4 3
,

8

1 2 2 士 7 0

2 2
.

6 士6
.

6

注 ( 1 ) 括号为样品数

( 2 ) 按 许氏身体表面积检查图查出并按各部位比 例计算

由表 3可知
,

谷肌甘肤接触组含量 ( 2 2
.

3 4m留 100

川 ) 明显高于对 照 组 ( 17
.

3 7m g/ I OO而 )
,

差 异 显

著 (P < 0
.

帕 ) ;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接触组 (92
.

3 1u)

高于对照组 ( 6 9
.

0 6u)
,

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 铜蓝

蛋白与前者相反
,

接触组低于对照组
,

差异亦极显著

( P < 0
。
0 1)

。

如将接触工人划分为高接触水平 (平均 接 触 浓

度 1 6
.

3 3m g / In 3 ,

球磨
、

凉药
、

混药
、

装药车间 ) 和

低接触水平 (平均接触浓度 2
.

5 6m g /m
3 ,

包装及其

他 ) ,

则由表 4 可见
,

随着接触水平的增高
, G S H和

G S H ee P x 呈逐渐上升趋势
,

而血清铜蓝蛋白的变化则

相反
,

随着接触浓度升高
,

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

表3 T N T 接触组与对照组工人全血GS H
、

G SH
~

-P X 及血清铜蓝蛋白的变化

对照组
测定指标

接触组

n X 士 S D n X 士 S D

57韶66746871G S H

G S H
一
P x

铜蓝 蛋自

17
.

37 士 9
.

3 4

6 9
.

0 6士 1 0
.

8 6

2 7 3
.

04 士 2 6
.

0 9

2 2
,

34 士 8
.

0 6 *

9 2
.

3 1 士 19
.

0 1 * *

2 09
,

5 2 士 6 2
,

2 1 * *

注
:

1
.

与对 照相比
: * 表示 P < 0

.

05 ** 表示P < 0 “

2
.

单位
:

G S H
:

m g / 立o om l全血 ;
G S H

一

xP
:

;u

铜蓝蛋自
:

光 密度 / 3 01
.

1。。m l 血清
。

3
.

各项指标均无性别差异
。

表 4 T N T 接触组不同接触水平全血 G S H
、

G S H 一P X 及血清铜蓝蛋白的变化

对照组 低接触 组 高接触组
测定指标

X 士 SD X 士 SD X 士 SD

191919G S H

G S H
一
P x

铜蓝蛋自

打
。

3 7 土9
。

3 4

6 9
.

0 6士 1 0
.

86

27 3
.

0 4士 2 6
。

0 9

2 0
.

2 2士 8
.

1 2

9 1
.

56 士 1 9
.

8 1 .

2 3 3
.

3 5 土 6 0
.

18 * *

2 5
.

4 1 士分
.

37 * . △

9 8
.

9 8 土 1 4
.

3 9 *

2 2 0
,

9 5士 5 7
.

6 2*
二

拓邪邹6874月

注 : 1
.

对 照组与接触组相比
: * 表示 P < 0

.

G5 畅表示 P < 0
.

01

2
.

低接触 组与高接触组相比
: △表示 P 心0

.

05

讨 论

调查所见车间空气中 T N T 浓度超标率 90
.

2 %
,

平均超标 4 5
.

7倍
,

最高超标数 361 倍
,

以球磨车间最高

而纯
,

但接触时间较短 , 其次为混药和凉药
,

装药车

间生产环境条件较差
,

通风除尘效率低
,

布局也不合

理
,

工人多为手工操作
,

皮肤外露部直接与 T N叹
.

接

触
,

除口罩外无其他防护措施
。

皮肤污染相当严重
,

经皮吸收不可忽视
。

在调查中
,

我们发现部分临床或可疑中毒患者
,

说明T N T 的职业危害还是相当严重的
,

对 T N T 导致

中毒性肝损伤机理研究实属必要
。

近年来
,

对芳香硝基化合物的代谢研究表明
:

其

可在N 八
.

D P H或 N A D H 存在的条件下
,

经单电子还

原产生硝基阴离子自由基
,

后者在有氧条件下可生成

超氧阴离子 `玩 O : , 。 H
·

的前体 )
,

从而启动自由基

和膜脂质过氧化的链式反应
。

T N T是苯环上含有三个



硝基芳香硝基化合物
,

它在体 内代谢亦应遵循此类化

合物代谢的规律
,

Z itt in 蔚等及江泉观等的研究均提

供了 T N T 还原活化的证据
。

谷胧甘肚是含有琉基的三肤化合物
,

它在外源性

化合物的代谢中起着重要的解毒作用
。

G S H 在体内

通过分谷氨酞循环进行合成代谢
。

其生理功能可作为

抗氧化剂
,

抑制脂质过氧化和清除自由基
,

保护细胞

膜琉基蛋白和琉基酶不被氧化
,

维持膜的完整性及细

胞的正常功能
。

G S H 的代谢及体内水平是多种酶综

合调节的结果
。

G S--H P x 也是细胞内抗脂质过氧化作用的酶性保

护系统主要成分
,

其主要作用
:

一方面协同超氧化物歧

化酶和过氧化氢酶降低细胞内过氧化氢的水平
,

减少

自由基的形成 ; 另一方面可催化还原已形成脂质过氧

化物
,

减少过氧化物的堆积
。

G S H及 G S H - P x 对 T N T 的代谢解毒可能主要

是通过对自由基及脂质过氧化物清除来实现的
。

我们调查发现
:

T N T 作业工人长期慢性接触导

致全血 G S H 含量
、

G SH于 x 活性升高
,

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 T N T 进入体内经硝化还原活化
,

产生

活性氧而诱导 G S H 氧化
一
还原系统酶的活性

,

加速

G S H 氧化
一

还原的运转
。

这点可在其他毒物的动物试

验中得到证实
。

动物实验发现
: T N T 急性染毒

,

大鼠肝组织 G S H

呈先降低而后升高
,

G S S G (氧化型谷臃甘肤 ) 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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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高
,

G S S G / G S H 比值始终高于对照
。

提示
:

T N T可使机体处于氧应激状态
,

从而提供了 T N T 进

入体内还原活化的间接证据
。

与此同时
,

在我们实验

条件下 G S --H P x 及 G S玉【we eR (谷脆甘肚还原酶 ) 活

性均升高
,

经统计学处理 r < 。 .

8, P < 。 ,

01
,

说明两

者在代谢上是相关的
。

另外还可能是通过反馈调节
,

刺激 卜 谷氨酷循

环
,

增加 G S H合成 〔` 〕 。

最终使 G S H及 G S H护 x 维

持在较高水平
,

以对抗T N T 的氧化性损伤
。

这是机体

代偿
、

反馈调节的结果
,

是机体对外环境的适应
。

铜蓝蛋白亦是体内一重要的抗氧化物质
。

目前己

知它具有单胺氧化酶作用
。

铜蓝蛋白活性下降
,

可能

为 T N T 直接抑制作用或体内脂质过氧化作用对其消

耗有关
。

综上所述
,

T N T 进入体内经硝基还原活化
,

诱

发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产生
,

进一步可生成经 基 自 由

基
,

启动自由基链式反应
,

导致体内脂质过氧化水平

升高
,

通过机体反馈调节引起 G S H 和 G S H一 x 水

平升高
,

同时由于直接抑制和消耗作用导致铜蓝蛋白

水平降低
。

提示
: T N T 具有氧化性应激作用

,

抗氧

化物质 G S H
、

G S H
一

P x 及血蓝蛋白在 T N T 代谢解毒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本文承河南新 乡市职 防所夏隆伯 副所长
,

周喜 岐
、

张松

山
、

李庭俊等主任指导
,

特此致谢
。
)

句容县退伍工程兵矽肺患病情况初步调查
句容县卫生防疫站 陈达庆

我县 自60 年代以来
,

在退伍工程兵中陆续发现不

少矽肺患者
。

为了解全县退伍工程兵 回乡后矽肺发病

情况
,

以指导今后 的防治工作
,

我们从 19 68 年以来
,

郎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了定期检查
。

现将有关资料整

理如下
。

对象和方法

一
、

调查对象

根据县 民政局 1 9 5 5~ 19 68 年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

档案
,

凡参加国防施工 6 个月 以上的工程兵
,

均列为

本次调查对象
。

二
、

调查方法

凡持有原部队证明
,

并经县民政局确认者
,

均建

立脱尘退役人员动态观察档案
。

正常者每两年摄胸片

一张
,

观察对象及被确诊的患者
,

每年复查二次
。

矽

肺的诊断和分期
,

由镇江市尘肺诊断组按国家颁布的
“

尘肺 x 线诊断及其分期
”

标准规定
,

集体 诊 断 定

之
。

结果与分析

一
、

患病情况

我县到 19 68 年底止
,

退伍回乡的工程兵计凌07 名
,

建立动态观察的对象共 292 名
,

占退伍人员的 7 1
.

7%
。

他们在原部队主要从事凿山洞
,

打隧道
。

1 9 6 2年以前

多以千式作业为主
。

1 9 6 2年以后绝大多数单位使用了

带水的钻岩机凿岩
。

截至 1 9 8 8年底
,

先后共发现各期

矽肺患者 1 12 例
,

检出率为 38
.

4 %
,

其中 I 期幼例
,

占4 4
.

合% ; 王期 33例
,

占2息
.

5 %
, l 期 2。例

,

占 2乐
.

。%
。

此外
,

尚有疑似对象 (O+ ) 2 0 例 (见表 1 )
,

检出率

远高于我县的其它厂矿单位矽肺检出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