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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前白蛋白作为 T N T肝损害

敏感指标的探讨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职业病防治院 王仁仪 薛素琼 刘 健 宫秀丽 文必昌

国营朝阳机械厂职工医院 杨定寿

提要 本文对4 2名接触低浓度 (低于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l m g /址 s )三硝基甲苯

进行了血清前白蛋白 ( P A )测定
,

结果发现这些工人的 bH
、

T T T
、

z n T T
、

A L T

P A却非常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 .

0 1)
,

P A低于 9 5%正常下限值 ( 2 4 8m g/ L ) 24 例

于 99 % 正常下限值 ( 2 3 0m g/ L ) 12 例 (占2 8
.

6% ) ,

异常例数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提示
,

接触低浓度 T N T 能引起 P A降低
,

P A是反映T N T 对 肝功能影响的敏感指标
,

关键词 前白蛋白 三硝基甲苯

( T N T )的男性工人

均在正常范围
,

而

(占5 7
.

1 % )
,

低

( P < 0
.

0 1 )
。

本研究

有临床应用价值
。

三硝基甲苯 ( T N T )是剧毒类亲肝性毒物
〔

一

工,

长期较高浓度接触除引起白内障
、

贫 血 或 再

生障碍性贫血外
,

还能引起肝脏肿大
、

肝功能异

常
,

严重者引起肝硬化
。

近年来由于我 国劳动

条件的逐渐改善
,

T N T 弓!起的肝脏损害逐渐减

少
。

由于常规肝功能化验检查不易发现其低剂

量接触者很轻微的肝功能异常
,

因此需要一种

敏感的反映肝功能异常的化验指标
,

基于这种

目的
,

本文对某厂 42 名长期接触低浓度 T N T

(平均浓度 < I ln g /m
,
) 的男性工人进行了血清

前白蛋 白 ( P A ) 测定
,

同时还测定了 H b
、

T T T
、

Z力T T
、

A L T 含量
,

并与对照组进行统计分析
,

现报道如下
。

H B e A g
、

抗
一H B s

、

抗
,

一

H eB
、

抗一B c) 全部阴

性
。

二
、

方法

1
.

T N T 空气浓度测定
:

用滤膜抽气采

样
,
乙醇氢氧化钠比色法

〔幻 ,

对 T N T组各工作

点呼吸带进行 T N T 浓度测定
。

2
.

常规肝功能和 H b测定
:

对 T N T组和

对照组分别进行 T T T (比浊法 )
、

Z n T T (比

浊法 ) 和 A L T (赖氏法 ) 测定
;

H b 用氰化高

铁血红蛋 白法测定
。

3
.

P A测定
:

用 B ce k n l
an CI S一 I 分析

仪 (散射比浊法 ) 分别测定 T N T 组和对照组

P A含量
。

对象与方法

一
、

研究对象

1
.

T N T组
:

为某厂从事汀N T 压药
、

检

验
、

现场管理的男性工人
,

共 4习人
,

年龄范围

别 ~ 肠岁
,

平均年龄 38
.

7岁
。

工龄 2 ~ 13 年
,

平均工龄宁
.

1年
。

经内科检查均无肝脏肿大
,

H B S A g 全部阴性
。

.2 刘
`

照组
:

为年龄与T N T 组配对的 42 名

男性献血员和本院部分健康职工
,

年龄范围24

~ 55 岁
,

平均 38
.

6岁
。

体检无肝脏肿大
,

用 E L I

S A法测
.

定乙型肝炎五项血清学指标 ( H B s A g
、

结 果

一
、

车间工人呼吸带 T N T浓度

1 9 8 8年一工9 9 。年连续 3年 (每年上半年和

下半年各 1 次 ) 对车何各工作点工人呼吸带进

行 T N T浓度测定
,

各年 T N T 平均 浓度分别为
。

.

93 几g / m
, 、

。
.

8 5m g/ m
3

和 。
.

43叫 /ma
。

每

年 T N T平均浓度均低于我国车间空气中 T N T

最高容许浓度 l m g /m
, 。

二
、

T N T组和对照组肝功能及H b比较

测定结果
,

T N T组和对照组 T T T
、

z n T T
、

和 A L T各项均无 1 例超过正常值
。

但是经 t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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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T N T组 T T T 〔范围 2~ 6 u (正常值 ( 6u)
,

/ L 〕与对照组 (范围 1 25 ~ 168 9 / L
,

X 士 S D为

又士 S D 为 4
.

。士 1
.

s u 〕 非常显 著高于对照组 1 4 7 土 10
.

6 49/ L )也无显著差异
,

亡= 。
.

4 5
,
P <

(范围1 ~ 犯
,

X 士 S D为 3
.

0士 1
.

2叫 )
,
云= 0

.

0 5
。

3
.

00
,

P < 。
.

01
; T N T 组 z nT T 〔范围 4、 12 u 三

,
T N T 组与对照组 P A含量和P A异常率

(正常值毛 12 u)
,

X 士 S D 为 8
.

7 士1
.

93 u 〕 也 比较

非常显著高于对照组 (范 围 2~ 1 1u
,

又 士 S D P A测定结果
,

T N T 组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为 6
.

6 士 2
.

3 2u)
,
才二 4

.

熨
,

P < 0
.

01
。

T N T组 ( P < 。
.

01 )
。

在异常率方面 T N T 组 P A低于我

灿 T 〔范围 4~ Z ou (正常值 ( 3 5 u)
,

又 士 院” %正常下限值24 8
mg / L都

4例
,

占5 7
.

1% ,

S D为 n
.

2 土 2
.

70 u 〕与对照组 (范围 3~ 26u
,

低于 99 %正常下限值 23 Om g / L 者 12 例
,

占

X 士 S D为 13
.

5 士 5
.

27 u ) 无显著性差异
, 云二 28

.

6%
。

而对照组无一例低于 2招mg / L
,

和

0
.

7 7
,

P > 0
.

0 5 ; T N T组 H b 〔范围 12 2~ 2 5 9 9 / L 2 30m g / L
,

经 x ,

检验
, 万 ,

分别为3 3
.

6 0和 24
.

0 0
,

(正常值妻 11 09 / L )
,

X 士 S D 为 1 4 6 士 9
.

7 8g P均 < 0
.

01
。

见下表
。

表 T N T 组与对照组 P A 含量和 P A异常率比较

R气( m红 )L
·

P A <舫 %下限值 ( 2 4 8 m g / L ) P A < 99 %下 限值 ( 2 3 om g / L )

例 数

—— —
X 士 S D 例 数 % 例 数 %

::
2 4 7士 33

。

9

3 0 3 士 2 2
。

9

8
.

8 7

< 0
。

0 1

0

3 3
。

e o

< 0
。

0 1

2 8
。 6

0

14
。

0 0

< 0
。

0 1

讨 论

血清 P A 是肝脏合成的 一种 分 子 量 为

召1 0 00 的蛋白质
,

半减期为 1
.

9天
。

据文献报

道
,

P A 是真正反映肝功能的较特异的敏感性

指标
` 3一幻 。

当各种原因引起肝细胞受损害时
,

由于P A 半减期短
,

它在血中含量的减少在短

期内就能反映出来
,

特别是在病毒性肝炎的急

性期和肝硬化时下降最明显
〔 4, 。 , 。

国内有四氯化碳引起作业工人 P A 下降的

报道
` ” ,

但尚未见 T N T 引 起 P A减少的报

道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42 名长期接 触 低 于 国

家卫生标准 ( l m g /耐 ) T N T的工人中
,

尽管无

一例发生贫血和肝功能异常
,

但在作群体计量

分析时 T T T和 Z刀T T 仍然非常显著高于对照

组 ( P < .0 0 1 )
,

说明低浓度 T N T 对肝功能仍可

能有轻微影响
, 只是 由于这些指标不太敏感

,

对每个受检者来说均在正常范围
。

但从预 防医

学的观点出发
,

为了尽早发现和防止 T N T对肝

脏的损害
,

鱼待需要一种反映工人低浓度接触

后肝功能改变的敏感指标
。

本结果发现
,

在长

期低浓度 T N T 接触后
,

P .A不仅极显著低于对

照组 ( P < 。
.

0 1)
,

而且P A异常发生率低于 95 %

和 99 %正常下限值分别为 5 7
.

1 %和 28
.

6 %
,

异

常率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

见表
。

作者认为
,

虽然p A 和其它肝功能指标一

样
,

无特异性
C.46

, , 〕 ,

但在反映低浓度T N T对肝

功能的影响方面
,

较目前常用的肝功能指标
,

如 T T T
、

Z nT T
、

A L T 等都敏感
。

因此
,

可将

P A作为 T N T 肝损害早期敏感性肝功能化验指

标
,

这对防治T N T肝损害有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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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驾驶室内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致周围神经病 1

例报告 (侯光萍 ) 4 (2 ) :
64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致心肌损害及心电图改变 32 例

分析 (叶惠宇等 ) 4( 3) : 89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后脑萎缩 1 例报告 又谷 耀先

等 ) 4 (理) : 5 1

艺二胺 乙二胺所致哮喘的临床免疫学 研 究 (李忠

等 ) 建 ( 3 ) : 6

有机磷 有机磷农药的神经毒作用
“

中间综合征
”
两

例报告 (朱明钦等 ) 4 ( s)
:

54

晕厥 喷漆作业晕厥 1 例报告 (曹洪伟 ) 4 ( 3) :

18

Z

噪声 中低频噪声下护耳器防护效果的 铡试与 评价

(刘长春 ) 杏( 3 ) : 16

振动 全身振动对人体神经
、

视觉和心血管系统不良

影响的研究 (张群朝等 ) 4 ( 1)
:

13

全身振动职亚危害及其防护的研究 (姚安子等 )

4 ( 2 )
:

3 7

振动性白指 伐木工振动性白指调查 (张 云 生 等 )

4 ( 3 ) : 理6

职业病 浅谈职业病科工作的体会 (潘纪华 )“ :1) 64

职业多发病 矿山柴油车驾驶员职业多发病流行病学

调查分析 (曹树林 ) 4 ( 1) : 3 6

某焦化厂取业性多发病调查 (张永福) 4 ( 4从 4 3

职业流行病 职业流行病学与工作有关疾 病 (韩 向

午 ) 4 ( 1 ) : 5 9

职业危害 唐山地区电镀行业职业危害状 况 的 调查

(任磊 ) 选( 4 ) : 4 1

职业卫生 荧光屏前工作人员职业卫生调查 (李理 )

4 ( 1 ) : 3 4

职业性哮喘 职业性哮喘病因和诊断的 研 究 (刘 镜

愉 ) 续 ( 2 ) : 1 2

职业中毒 31 例急性职业中毒死亡分析 (黄 浩 楷 )

4 ( 1 ): 2 3

提高厂矿企业医生防治急性职业中毒水平的浅见

(胡富荣 ) 4 ( 3 )
:

5 8

两起职业中毒死亡事故的分析 (陈积达 ) 4 (4 ) :

54

中毒性肝病 职业性中毒性肝病发病机理与诊断的研

究— 临床研究部分 (任引津 ) 4 (2 ) : 5

中毒性神经嵘病 职业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的机理及

诊断研究 (何凤生 ) 4 ( 2 )
:

1

中毒性肾病 外用含汞偏方致中毒性肾 病 1例 报 告

(刘文芝等 ) 4 ( 4 ) : 4 6

职业性急性中毒性肾病的诊断 (赵金恒 ) 4 ( 4)
:

53

专题交流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中期 ( 199 0~ 1 995 ) 工

人卫生规划简介 (何凤生 ) 4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