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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中毒与红细胞锌原吓琳测定

西安市中心医院 张基美

血液荧光计测定是用全血直接进行荧光 定 量 分

析
。

由于此种测定方法具有特异性且灵敏度高
,

近年

来进展较快
,

在一些方面已应用于临床
。

如 70 年代后

期出现了测定血液中锌原叶琳 (Z PP )的仪器 ; 80 年代

又出现了测定血红蛋白与胆红素浓度的仪器
。

上述仪

器仅用微量耳垂血 (或指尖采血 ) 不需特殊前处理
,

进样后可迅速读出结果
。

因此类仪器简便
、

灵敏
、

适

用
,

它已成为分析化学家与临床医务工作者的重要工

具
。

一
、

关于Z P P正常位高限与影响因寨

美国一般采用 1。。拼g / d l 作为上限 〔生 , , , 。

不过美

国疾病防治中心 (C D )C 建议
,

对儿童铅中毒筛检
,

如超过 35 召g /id 时即应做血铅测定 ` 3 ) 。

南斯拉夫将

8拼g /g H b作为超标值 ` 4 ’ 。

我们调查西安地 区 459 名正

常人 Z PP 含量
,

范围为 1
.

5~ 1 2
.

牙料g /g H b
。

中位

数 2
.

96 召g / g H b
,

95 %上限值 4
.

95
,

99 %上限值 7
。
9

“ g /g Hb
。

其中
,

男性中位数 2
.

6 7 “ g / g H I〕
,

女性 3
.

41

产g /脚1〕
,

男女两组中位数有显著差异
。

鉴于本指标相

当敏感
,

认为仍采用同一正常值较方便
。

参考国外标

准
,

建议西安地区 Z P P 正常值上限定为7拼g / gbH (近

似1 0D 拼g/ id 血 ) 较合理 〔” , 。

上海根据对铅中毒病人
、

铅接触人群及对照组人群调查结果提出 Z P P参考值上

限
、

可接受上 限与铅中毒诊断值
,

男性分别为 6
、

认

1即 g / g H b
; 女性分别为 7

. 。、
7

.

5
、

1 1
.

5拼g /g Hb
` 6 ’ 。

云南秦世良调查了 3 41 名正常人
,

建议正常值上限为

8“ g /g H I〕 ` 7 ’ 。

哈尔滨地 区上限值为 5召g/ g Hb
。

我国新

修订的铅中毒诊断标准 ( 1 9 8 9 ) 规定 F E P 或Z P P的诊

断值为 13 0召g /dl
,

近似 9拼g / g H b
.

Z P P浓度单位是用 Z P P / H b 比率表 示的
,

血红

蛋白浓度在一般人群中可认为是固定的
。

因此
,

浓度

单位用 “ g dl/ 血或 拼g/ 脚 b 表示均可
,
两者可以互

相换算
。

但在作铅中毒筛检时
,

用拼g/ g H I〕 表示似更

合理
。

近来国外亦有用拼mo l/ L 或 拼m
0 1/mo

l H e m e

表示的
。

正常人 Z P P值男女之间有显著差别的原因
,

尚无

完满解释
。

用萃取法荧光测定游离原叶琳 (F E )P 值
,

发现男女之间亦存在明显差别 “ , 。

除了铅中毒外
,

其他唯一较常见的导致Z P P 珠蛋

白增多的情况是缺铁性贫血
。

在缺铁情况下
,

锌取代

了铁的位置与原外琳结合
,

形成Z P P
。

因此
,

Z P P血

液荧光计对缺铁性贫血亦可进行筛检
。

当二者需要鉴

别时
,

可做血铅
、

尿铅或血铁测定
。

另一种情况是红

细胞生成性血叶琳病 (先天性血外琳病 )
,

此病罕见 ;

亦可使 Z P P测定读数增高 ` 3 1 。

本病用萃取法测得的

原叶琳 (E P )常可高达 30 。召g / d1 以上
。

此时多为游离

原外琳基 f( er e E P b as e)
,

其荧光峰值在 6 25 n m

处
,

而Z王, P的荧光峰值为 5洲 n m `” ,

所以用Z P P血

荧光计测出的结果不会这样高
〔 3 , 。

胆红素虽也能激发荧光
,

但其波长不同
,

在该仪

器设详时对滤光片与检波器的选择方面 已充分考虑这

一因素
,

故在正常胆红素水平下
,

此种千扰可忽略不

计
。

黄疽病人可能使Z P P 读数偏高
。

此时可将红细胞

分离出后经过清洗再测定之 〔 主“ , 。

近来 R以 w e s 等报告
,

受凉
、

耳部感染及其他一

些小病亦可能引起 E P 略升 〔立土1 。

当然一般不至于影

响诊断
。

二
、

对zP P指标的评价

用 Z P P作为铅中毒筛检指标
,

国内外对此 已作过

不少评价 ` 立 , 一 又 6〕 。

有的用 Z P P 血荧光计 , 有的用萃

取法
。

用血荧光计测定的 Z P P值
,

应该与萃取法测得

的E P值一致
。

因 Z P P 血荧光计是用萃取法校正的
。

实际上用血荧光计测得的结果常不等于百分 之 百 的

E P值
,

可能较之略低 〔3 ’ 。

有的学者报道
,

高浓度情

况下用血荧光计测得的Z P P比萃取法测出的 E P 值要

低些
,

但在 35 “ g / id 浓度以下时
,

两种方法测出的结

果相似 ( 1 7 ’ 1吕〕 。

王移兰等通过动物实验证明
,

在铅作用下
, Z P P

与 F EP 增高
,

两者与染毒刘量
、

时间的效应关系相

似
,
均可作为错毒性筛检指标 〔飞’ 2 “ 〕 。

上海调查了铅

作业工人 Z P P的变化
,

认为Z P P 为一敏感指标
,

优于

尿 d一 A L A ( 2 1 1 。

一般认为目前最有用的铅中毒筛检指标为 Z P P

(或 E )P 与血铅
。

很多学者对 Z P P与血铅两个指标进

行了对比
。

美国 C D C认为
,

如儿童 Z P P超过 35 拼g/ dl
,

提示血红素合成受到影响 ; 血铅浓度超过 25 “ g/ dl
,

反映有铅过量吸收
。

Z P P 与血铅两者常在同一受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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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紧密相关
,

但偶尔一项增高而另一项不高 〔 3 , 。

国

内经验亦证 明了这一点
。

因此对个体诊断来讲
,

儿项

指标可结合应用 “ ,

” , 。

现 已证明
,

Z P P 一 珠蛋白一旦在红细胞内形成
,

可在红细胞内保持终生达 12 0天
。

因而在血液
’

中 测得

的二Z p l
〕
浓度反映了前四个月铁络合酶抑制的平均水

平
。

这样
,

使Z P P 成为筛检慢性铅中毒特别有用的指

标
。

当受检者的铅接触情况变动较大时 (如 铅 熔 炼

工 )
,

其血铅浓度较 Z P P 的波动大得多
。

当一个人短

暂接触铅时
,

其 Z P P值的升高可能仅属边缘性的
,

但

其血铅浓度可明显升高
。

此种情况已在铅作业工人的

流行病学调查中得到证实 〔 1 2 , 。

尽管有人认为血铅较 Z P P 能更可靠的反映铅对肾

脏与神经行为的影响
〔 2 2 ’ 2 3 , ,

但近年来多数学 者 已

公认 Z P P较血铅测定有以下优点 〔 3 ’ 2 4 〕 :

1
.

Z P P反映近 3一 4月来铅接触的平均水平
,

血

铅常易受近儿天钩铅接触量的影响
,

因而 z P P 较血铅

更容易发现问题
;

2
.

Z P P 为一真正的生物学指标
,

它反映酶系统

的抑制情况
,

与临床表现更一致 ,

3
.

当标本受铅污染时
,

Z P P不受影响 ;

4
.

Z P P 血荧光计测定
,

快速
、

经济
,

且比血铅

重复性好 ;

5
.

Z P P 可同时筛检缺铁性贫血
。

三
、
Z P P 测定的应用情况

近年来用 Z P P作为筛检指标对铅中毒进行筛检已

积累了不少经验
。

1 9 8 5年美国 C D C对预防小儿铅中毒

的报告中
,

总结以往的经验提出将Z P P作为现场筛检

的首选指标
` ” 〕 ,

并与血铅联合使用
。

尽管单凭 Z P P 增高一项指标尚不能确诊为铅中

毒
,

但 Z P P 仍不失为一项敏感的铅中毒早期诊断指

标
〔戈幻

。

有些铅作业工人空 白尿铅值在正常范围
,

但

Z P P 明显增高
,

经驱铅试验证明为 铅 中 毒 ` 2 5 , 。

且

Z P P增高的程度与慢性铅中毒患者的临床表现及中毒

程度呈平行关系 “
’ “ ` ’ 。

在驱铅治疗中
,

Z P P 可作为观察驱铅效果与指导

治疗的指标
` 3 ’ 2 5 , 2 ` , 。

慢性铅中毒患者在驱 铅 过 程

中
, Z P I 〕可逐渐下降

,

一般在治疗观察期间尚难恢复正

常
。

但驱铅后观察到12 。天以上的病例
,

均恢复 到 正

常
。

急性铅中毒患者
,

由于发病较快
,

Z P P尚未达高

峰前常因症状显著而就 医
,

且一经确诊即给以驱 铅治

疗
。

因而在治疗观察过程中
, 2 1护在短期内仍可继续

升高
。

但由于及时治疗
,

其增高程度不如慢性铅中毒

那样明显 。 ’ , 。

不论急性或慢性铅中毒患者
,

经驱铅

治疗
,

如铅中毒已治愈
,

4 个月后 Z P P 应恢复正常
。

此点对判断铅中毒是否治愈有价值
` “ ’ 2 匀

。

在环境质量评价工作中
,

Z P P 也是评价铅污染对

人群健康影响的有力武器
。

国外经验均证 明 了 这一

点
〔 4 ’ 2 7 ) 。

作者在西安地 区调查也得出同样结论
。

经过 几年的努力
,

国产 Z P P血液荧光计已经试制

成功
,

并通过技术投产与成果鉴定
。

国产 Z P P血液荧

光计 (国产机 ) 与美国进 口 Z P P血液荧 光 计 (进 口

机 ) 经过 800 多人次的现场对比测定结果
,

发现该仪器

在不同现场条件下
,

连续测定
,

性能稳定
。

对不同 Z P P

含量的血液测定结果
,

国产与进 口仪器呈平行关系 ;

且一 个样品经多次重复测定
,

结果一 致
,

前 后 误 差

一般不超过 士 。 .

2拼g / g H b
。

用不同浓度的进口标准血

样对国产机与进 口机分别进行了重复鉴定
,

结果显示

国产机较进 口机更能符合标准血样的标定数值
〔 2 ” 。

国产 Z P P血液荧光计的成功
,

填补了国内此项仪器的

空白
,

给铅中毒防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

参 考 文 献

1
.

E i s i n g e r J
,

以 al
.

J E n v i r o n P a t h
o l T o x i e o l 10 7 8 ,

1 :
8 9 7

.

2
.

L i l i s R
, e t a l

.

A rn J I n d M e d 1 9 5 0 , 1
:
4 0 5

.

3
.

U S C D C
.

p r e v e n t i n g l e ad P o i s o n i n g i n y o u n g

e h i ld r e n
.

A s t a te ern
n七 by th e C D C

.

J a n u a

叮
-

1 9 8 5
.

4
.

P o OP va e D
一 e t a l

.

A川 h E n诚 r o n H e a lt h 29 8 2多

3 7
: 1 9

.

5
.

张基美
,

等
.

职业医学 1 9 88 ; 1 5( 幼
:

44
.

6
.

孙谷兰
,

等
.

劳动医学 1 9 88 ; 5 ( 2 )
:

53
.

7
.

秦世 良
,

职业医学 1 9 8 7 ; 1 4 ( 2 )
: 2 1

.

8
.

施明霞
,

等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1 9 8 4 ; 2 ( 3)
:
13 .3

9
.

L a ln o l a A A
一 e t a l

,
S e i e n e e 1 97 4 ; 1 8 6

: 9 3 6
.

1 0
.

B lu m b e r
g W E

, e t a l
.

L a b A u t o 工95 4 , 4 : 2 0
.

1 1
.

R e e
ve

s J D
, e t a l

.

J P e d i a 七r 1 0 84 ; 2 0 5
: 8 74

.

12
.

张基美
.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8 8 ; 1 ( 1)
:
.6

王3
.

F i s e h b e i n A
.

L ab M叭ag
e

me
n t 1 9 8 2 ; 1

:
2 5

,

1 4
. ’

H e s l ey K L
, e t al A m I n d H y g A o s o J 2 05 2 ,

4 2
: 4 2

.

1 5
.

陈培坤
,

等
.

劳动卫生与环境医学 19 8 2 , 5 ( 2)
:

40
.

16
.

屈家瑛
,

等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 志 19 8 3 ; 1
: 2 2 .5

1 7
.

K a u 1 B
, e t al

.

A r

hC E几 v i r o n H e al t h 1 98 3 ;

2 8
: 2 9 6

.

1 8
.

H a r n r n on d P B 一 e t a l
.

E n v i r o n R e s 1 9 85 ; 3 8

( 1 )
:
1 87

.

1 9
.

王移兰
,

等
.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 报 1 9 85 , 12 ( 1 )
:

31
.

2 0
.

王蓉兰
,

等
.

职业医 学 19 85 ; 22 ( 4 )
:
2

.

2 1
.

陈 自强
,

’

等
.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10 55 , 1 1 ( 3)
: 16 7

`



H a m m o nd P B
, e t al

,

A m J I n d M e d 1 9 8 0 ,

1拼 01

H
a m m

o n d p B
, e t a l

.

J O cc u P M e d z日5 0 ; 22 :

4 7 5
.

L i l i s R , e七 a l
.

E n v i r on R e s 1 0 7 7 ; 14
:
2 55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0年第 3 卷第 4 期

25
.

张基美
,

等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19 8幻 3 : 16 1
.

2 6
.

P i o r 良e l l i s
, e t a l

.

J eP d i at r 1 9 84 , 士0 5
: 5 23

.

27
.

T ay lo r A
.

A n n
Oc

e u P yH g 1 9 5 2 ; 2 5 ( 4 )
:
43 9

.

2 8
.

张基美
.

职业 医学 ] 9 8 8 ; 1 5 ( 6 )
:
2 8

.

我厂开展工业卫生管理工作的体会

沈阳市五三工厂工业卫生科 胡宗全
-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
,

如何加强
一

尘 毒 治

理
,

提高工业卫生工作的管理水平
,

我们的体会是
:

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政策
、

法规和省工业卫生条例
,

在企业中开展职业危害常识教育活动
,

使防尘防毒工

作变成企业管理干部和工人的自觉行动
,

是重要的一

环
。

我们的作法是
:

一
、

在各分广领导参加的总厂每周一次的生产会

上
,

宣讲国家有关防尘防毒的法规
、

文件和省工业卫

生管理条例
,

增强了各级领导的法制观 念
。

领 导 重

视
、

支持工业卫生工作
,

制定了五三厂的工业卫生管

理条例
,

在企业中实行法制管理
。

二
、

发挥工会的职能
,

在厂工会举办的劳动保护

干部学习班上
,

宣讲防尘防毒
、

预防职业病的卫生知

识
。

工会干部听了以后说
:
工业卫生工作和工人的身

体健康密切相关
,

我们工会一定和工业卫生科一道替

职工说话
,

呼吁通风除尘设备的改造
,

保证工人的身

体健康
。

三
、

和技安部门密切配合
,

组织各分厂主管生产

的厂长
、

技安员
、

劳动保护员
、

工人代表参加的安全

生产
、

防尘防毒知识有奖抢答竞赛活动
。

四
、

对从事职业危害作业的工人
,

按 接 触 尘
、

毒
、

物理因素危害的不同
,

组织集体授课和班前会上

小范围授课相结合
,

宣讲防治职业病常识和本岗位如

何加强个人防护
、

正确合理使用通风除尘设施与防治

职业病的关系
,

并组织统一考试
,

考试成绩列为年终

考核的指标
。

五
、

充分利用监督监查
、

定期体检时间搞职业危

害常识教育咨询
。

耐 心讲解消烟除尘设施和预防职业

病的关系
,

健康体检和职业病防治的关系
,

就业禁忌

症的调离与职业病的关系
,

国家卫生标准与职业病发

生的关系
,

作业场所尘毒浓度高低和保健的关系
。

工

人们认识到在有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工作
,

不一定就

得职业病
,

只要加强个人防护
,

合理使用局部机械通

风设施
,

职业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

四年来
,

由于我们在企业加强了职业危害常识教

育
,

广大干部和工人了解职业危害常识
,

认识到作业

场所有无局部机械通风和通风效果好坏
,

与工人的身

体健康密切相关
,

增强对有害作业点治理的自觉性
,

加快了有害作业点的治理工作
。

在厂经济效益滑坡
,

借贷开支的情况下
,

对工业卫生费的使用开绿灯
,

保

证了工业卫生监督
、

监测
、

健康监护工作的 正 常 进

行
,

保证了消烟除尘设备的维修与改造
,

就业禁忌症

调离迅速
。

全厂四年来无 1 例急慢性中毒
,

无 1 例高

温中暑发生
,

尘毒点合格率达 ” % 以上
。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

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劳动卫生

职业病青年学组召开第三届学术年会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
、

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劳动卫生职业病青年学组第三届学术年会 1 9 9 0年 4 月 4 一 7 日

在峨眉山市举行
。

出席会议代表95 人
。

特邀华西医大詹承烈
、

刘维群
、

端木彬如
、

柯佛心教授
,

昊祖德
、

李 昌 吉副

教授
,

重庆医大吴逸人教授
,

第三军医大宁竹之教授
,

重庆市防疫站刘命宣主任医师
,

省预防 医学会姚尔豫副

教授
,

省建总公司罗远副主任医师等n 名专家往临指导
。

大会共收到论文 41篇
,

其中 28 篇论文作了大会发言和小组交流
。

由专家教授评选出优秀论文 7 篇
。

大会期间
,

学组领导小组举行工作会议
,

初步决定
: 1

.

第四届学术年会审稿会和 正式会议分别 于 明
、

后

年在川东片举行
。

2
.

在华西医大职防院常设办事机构以叻调各地工作
。

1 9 90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