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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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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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 病 情 况

退伍工
年 代

程兵数

矽 肺 例 数

中

年
。

从表 2
、

图 1可看出
,

发病多见于接尘为 1 ~ 4 年

者
,

占总发病例数的 79
.

5 %
。

但工龄 5年以上者
,

发

病人数反而明显减少
,

这主要与陆军服役时间有关
。

病一其

病例数2乃̀2咋山.上,几山乃
.王1 9 5 7

1 9 5 8

1 9 5 9

1 9 6 0

1 96 1

19 6 2

19 6 3

19 6 4

19 6 5

19 6 7

1 9 6 8

1 3

59

7 5

27

37

2 2

1 1

6 7

合计

3

1 5

2

5

1 万 万

7

3 8

6 1

1 1

7 5 2 2

2 4
,一丁一 一犷

曰

一合计 4 07 1 12 5 0 3 3 2 9 2 0

二
、

接尘时间与发病关系

我县退伍工程兵中的矽肺患者
,

接尘时间最短的

仅 6 个月
,

最长的 9 年
,

平均接尘时间为 .2 92 士 1
.

36

接尘时间 ( 年 )

图 1 接尘时间与发病关系

三
、

I 期矽肺的接尘工龄
。

鉴于 1 9 6 8年以前
,

尚未建立定期摄片检查制度
,

表2 接 尘 时 间 与 发 病 关 系

接尘时间 (年 ) < 1 1 ~ 2 ~ 3 ~ 4 ~ 5 ~ 6 or 7 ~ s ee g ew 合计

例数

%

7

6
.

25

2 1

1 8
.

7 5

2 3

2 0
_

54

3 8

3 3
_

94

8

7
.

1 4

6

5
。

3 6

3

2
.

6 8

2 2 1 1 2

1
.

7 8 1
.

7 8 1 0 0
_

0 0

表 3 I 期 矽 肺 患 者 接 尘 工 龄

接尘工龄 ( 年 ) < 1 1 一 2 一 3 ~ 4 or s ~ 6 ~ 7 ~ 8 ~ 合计

例数

%

5

7
.

2

1 1

15
`

7

1 1

1 5
.

7

2 8

4 Q
_

0

4 凌

5
.

7 5
.

7

2

2 9

7 0

10 0
_

OQ

表 4 I 期 矽 肺 发 病 年 龄

年龄 (岁 ) 2 0~ 2 5~ 3 0~ 35 or 4 0~ 4 5 ee 5 0~ 5 5 or 合计

例数

%

1

1
.

4 3

6

8
.

57

18

2 5
.

7 2

1 2

17
。

1 4

12

17
。

1 4

1 3

1 8
。

57

6

8
.

5 7 2
.

8 6

7 0

1 0 0
_

0 0

有些患者初诊时定为亚期或 l 期以上
,

故很难说明患

病与工龄之间的关系
。

我们复将确诊为 I 期且在诊断

年前有疑似或正常胸片的70 例患者
,

进一步作了统计

(见表 3 )
。

I 期矽肺患者接尘工龄最短为 6 个月
,

最长为 9 年
,

平均为 3
.

31 士 1
.

82 年
。

四
、

1期矽肺的发病年龄

7 0名 I 期矽肺患者
,

发病年龄最小的仅为24 岁
,

最大的 5 6岁
,

平均为 39
.

7 5士 7
.

92岁
。

3 0~ 50岁之间

发病例数占总病数的78
.

5% (见表 4 )
。

五
、

脱尘时间与发病关系

除42 例初诊时即为 I 期或 I期以上者外
,

余70 例

患者多集中于脱尘后 5一 20 年内发病 (见表 5 )
,

占

总病例数的6 7
.

2%
。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人在脱尘 30 年

后仍有发病
。

六
、

矽肺进展情况

112 名各期矽肺患者
,

在动态观察中共有 38 例的



表 5 脱尘时间与发病关系

普攀
< 5 5 - 1 0~ 立5一 2 0~ 2 5~ 3 0~ 合计

病例数

%

6

5 7 20

1 3 1 3 8

`

5 7 1 8 5 7 1 1
.

4 3

7 0

10 0
.

0 0

病情有所进展
,

进期率为3 3
.

9 %
,

I 期进到 I 期的最

短时间仅 8 个 月
,

平 均 为 3 年 6 个 月 (3
.

50 士 2
.

42

年 ) , I 期进展到 I期的最短时间为 1年
,

平均为 4

年 3 个月 (4
.

25 士 2
.

67年 ) ;
尚有 4 例患者由 I 期直

接跳级到 l 期 (见表 6 )
。

表e 矽肺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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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5 8岁 (4 2
.

58 士 6
.

08 岁 )
。

确诊后到死亡时的年限
,

最短的只有半年
,

平均生存年限为 8
.

2钊 8
.

2 5士 .5 33)

年 (见表 9 )
。

表 9 矽肺死亡年龄和生存年限

范 围 均数 士标准差

生存年限 (年 ) 0
.

5 0~ 1 6
.

00 8
.

2 5士 5
.

3 3

死亡年龄 ( 岁 ) 2 8~ 5 0 4 2
.

5 8士 6
.

0 8

O口司.n
.

通ro,二.

n材
n乙八é

通
ù
n材

`
土
.

进级
例数

期别

进展年限 (年 )

最短 最长 均数 士 标准差

I , 1 17 0
.

8 3 7
.

8 3 3
.

5 0 士 2
.

4 2

I ) 1 17

I , 篮 4

1
.

0 0

1
.

08

8
.

9 2

10
.

4 2

2 5 士 2
.

67

5 0士 4 3 3

七
、

矽肺死亡病例分析

1
.

病死率
:

到 1 9 8 8年底为止
,

在所观察的病例

中
,

共有 22 例死亡
,

病死率为 19
.

65 %
,

其中 I 期病

死率为 4
.

00 %
,

l 期为 2 1
.

21 %
,

l 期为 44
.

83 %
,

病

死率随病情的进展而明显增高 (见表 7 )
。

表了 矽肺死亡情况

期别 1 E l 合计

,

病例数 5 0 3 3 2 9 1 2 2

死亡数 2 7 13 2 2

病死率 (% ) 4
.

0 0 2 1
.

2 1 4 4
.

8 5 19
.

6 5

2
.

死因分析
:

死亡病例中以单纯矽肺引起呼吸

衰竭和矽肺合并肺结核病死率最高
,

分别各占 3 6
.

4%
,

其次为气胸
、

肺心病和各种肿瘤等 (见表 8 )
。

表 8 死 因 分 析

矽肺 合 并
死因 肺心 气胸 肿瘤 其 它 合计

呼衰 肺结核

1 1 1 2

1 2 2 1 1 1 7

1 5 5 1 1 1 1 3

合计 8 8 1 1 2 2 2 2

3
.

死亡年龄与生存年限
: 2 2例死亡病例中

,

死

亡时年龄最小 的28 岁
,

最大的 50 岁
。

平均死亡年龄为

讨 论

一
、

我县自 1 9 5 7年 以来陆续有不少原在部队中进

行国防施工的工程兵退役回乡务农
,

到 1 9 8 8 年 底 为

止
,

在我们进行动态观察中的29 2名退伍工程兵 中
,

先后发现各期矽肺患者 112 名
,

检出率高达 3 8
.

4%
,

且

此批病人具有接尘土龄短 ( 3 年 )
、

发病年龄轻 (最

小的仅 24 岁 )
、

进级快 ( 3 ~ 4 年 )
、

生存年限短 (平

均为 8
.

2 5年 )
、

病死率高 ( 19
.

6三% ) 的特点
。

调查表

明矽肺对退伍工程兵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

其主要原

因与部队在1 9 6 2年前
,

国防施工中多以干式作业
,

缺

乏必要的防尘设施
,

粉尘浓度高有关
。

1 9 6 2年后推行

了带水作业
,

故 19 6 4年后退伍的工程兵中则很少有人

患病
。

因此
,

今后 退伍工程兵中的矽肺检查
,

防治重

点
,

应放在 1 0 6 4年以前的退伍人员中
。

二
、

退伍回乡的工程兵
,

绝大多数分散居住在我

县各山区农村务农
,

经济状况较差
,

患病后体质差
,

加之医疗条件缺乏
,

故合并症和病死率高
,

比我县 2 5

、 5 5 岁 同年龄组男性公民的死亡率 (0
.

2洲 % ) 高出

6 5
.

4倍 ! 且死亡年龄轻
,

平均仅为 42
.

5 8 岁
,

远远低

于我国男性公民平均寿命 69 岁
。

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矽

肺合并结核和矽肺引起的呼衰
、

气胸
、

肺心
。

这就提

醒我们
,

今后 民政和卫生主管部门
,

应加强对此批病

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 特别是防痊和预防感染
,

以延长

患者的寿命
。

三
、

本组病例均为晚发病例
,

多数患者是在脱尘

后 5一 20 年内发病的
。

为此
,

我们认为工程兵退役以

后为了能及时
、

早期发现病人
,

民政和卫生部门应对

他们建立健康档案
,

定期进行摄片检查
。

鉴于脱尘 30

年后尚有新病例发现
,

其追踪观察时间
,

最少不得短

于 35 年
,

以免部分病人被遗漏
,

造成不应有的不 良影

响
。

(本文承蒙镇江市卫生防疫站副主任 医师哈宽庭 和本站

主治医 师张宝棠热情指导
,

并得到我科骆林 青和县 民政局优

抚 股同志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