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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摘要
·

铅中毒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初探

南京市鼓楼医院 朱世均

南京市医学研究所 吴立武 杨 军

篇 19 8 1年i sg el e 等提出了
“

红细胞免疫系统
”

的新 吸附有小白鼠血清的 C 3b
,

在红细胞数与C 3 b 致敏酵

概念
,

认为红细胞对防止免疫复合物在组织中沉积
,

母菌数比例适合的条件下
,

红细胞可通过 C sb 受体吸

并将其清除具有重要作用
。

此后
,

国内有关红细胞免 附致敏酵母菌
,

红细胞被包绕其中
,

形 成酵 母菌花
乱 疫功能的研究时有报导

。

我们应用红细胞C扣 受体花 环
。

环试验和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试验测定了 30 例铅中 2
.

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
。

(简称 IC花环 ) 试

毒病人的红细胞免疫功能
,
现报告如下

。

验原理
:
已激活补体的免疫复合物可粘附 在红 细 胞

材料与方法 上
,

加入酵母多糖 (煮过的酵母菌外膜附有 酵 母 多

一
、

观察对象 糖 )
,

它便与免疫复合物上的C sb 结合而形成酵母菌

1
.

临床确诊为铅中毒病人30 例
,

其z PP 值均大 花环
。

于 7拌g/ g Hb
。

3
.

方法
:
试验方法基本参照所注文献进行

。

2
。

正常人 35 例
,

系献血员及健康体检者
。

结 果

二
、

检测原迎及方法 1
.

铅中毒病人与正常人的C 3 b花环试验和 I C花

1
.

红细胞C户受体花环 (简称C 3 b 花环 ) 试验 环试验结果见表 1
。 -

原理
:
红细胞膜上有C 3b受体

,

而 C 3 b 致敏酵母菌上 `

表 1 铅中毒病人红细胞免疫功能测定结果

组 别 例 数
q b花 环率

( X 士 S D % )

工C花环率

( X 士 S D % )

P 值

铅中毒病人

正常人

P值

::
5

。

58 士 4
。

5 2

1 1
。

1 3土 3
。

3 5

( O
。

0 0 1

1 3
。

30 士 1 2
。

8 1

7
.

0恋士 2
.

1 3

< 0
。

0 1

< 0
。

0 1

< O
。
OQI

2
.

铅中毒病人 C 3b花环率与Z P P值的相关性检验见表 2
。

表 2 C 3b花环率与Z P P值相关性检验表

.3415沼.2165.7.410、 sC b花环率 (% ) 4

Z P P值 (拌g / g H b) 1 2
.

4

1 0 1 5
二 一 O

`

5 3 4 1

2 1
.

4 1 5 P < 0
.

饰

3
.

铅中毒病人与铅中毒肾损伤或铅中毒贫血病人的1C 花环率变化见表 3
。

表 3 铅中毒病人的 IC 花环率变化表

组 别
IC花环率

(X 土 S D % )

铅 中毒病人 ( B U N蕊 20 m g /dl H b ) 90 9 / L )

铅中毒 肾损伤病人 ( B U N > 20 m g / d D

铅中毒贫血病人 (H b < 90 9 / L )

1 0
.

2 7士 5
.

8 5
.

2吞
.

5 0 土 1 9
.

9 0

1 3
.

3 3 士 1 1
.

匀0

讨 论

早在60年代初
,

N目 s

叭 等就发现红细胞的免疫

粘附现象
。

随后的研究证实
,

红细胞膜表面真有 I 型

补体受体—
C R , (即 C 3 b 受体 )

.

红细 胞 可 以 通

过这` 受体与抗原抗体补 体 复合物 结 合
。
1 98 1年

is e ge l等进而提出
,

循环中细胞膜上的呱
:

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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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红细胞膜上 ; 红细胞清除免疫复合物的机会 比白

细胞大 5 0 0 ~ 1 00 0倍
,

可见红细胞在清除免疫复合物

过程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

免疫复合物在组织中沉

积
,

则可造成组织损伤
。

因此
,

可以认为红细胞通过

C 3 b 受体结合免疫复合物
,

为机体阻止免疫复合物沉

积的一种免疫保护机制
。

红细胞花环率可 以反映出机

体清除免疫复合物的能力 ; 红细胞工C花环率则反映出

机体内免疫复合物的水平
,

故正常人 红 细 胞 的 C 3b

花环率明显高于 I C花环率 ( P < 0
.

00 1 )
。

由 于血液中

的铅 90 %左右存在于红细胞
,

所以检测铅中毒病人的

两种花环率有一定意义
。

表 1结果表明两种花环率之

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 P < 0
.

0 1 )
,

但正好与正常人相

反
,

C 3 b花环率明显低于 1C 花环率
。

此外
,

两种花环

率与正常人同类花环率相比较
,

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别

( P 值分别为 < 0
。

00 1和 < 0
.

0 1)
。

铅中毒病人经驱铅

治疗后
,

两种花环率均趋向正常
。

现在认为
,

铅在进入人体后可以与体蛋白结合成

复合抗原
,

从而改变其免疫原性
,

并刺激免疫 活 性

细胞产生致敏淋巴细胞或体液抗体
,

抗原抗体补体结

合形成免疫复合物
。

可以设想
,

机体内铅 蓄积 得 越

多
,

免疫复合物的量也越多
,

红细胞膜上的 C 3 b 受体

活性也就越低下
。

我们曾作了C 3 b花环率与 z P P值相

关性检验
,

结果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

且有一定的相关

性 ( P < 0
.

0 5 )
,

见表 2
。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
,

肾功能

有损的铅中毒病人 ( B U N ) 20 拼g/ id )I C花环率比肾功

能好的病人高
,

有的高达 20 一 30 %
,

最高者可达 60 %
,

同时某些贫血的铅中毒病人的 IC 花环率比不贫血的病

人为高
,

见表 3
。

尽管有报导免疫复合物本身并不能

通过补体系统损伤红细胞
,

但可能会改变红细胞膜的

表面张力
,

使其失去弹性变脆 , 并且红细胞结合免疫

复合物后
,

当随血液循环到脾脏时
,

因其分子较大
,

易被破坏而溶血
。

这一点也可能是铅中毒病人常伴有

贫血的又一原因
。

(注
:

郭峰
,

等
.

红细胞免疫功能初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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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接铅女工性机能
、

妊娠及对子女影响的调查

赵 红斌
`

谢琪琅
`

付志芬
`

陈守宇
,

铅进入人体后
,

除具有蓄积作用外
,

也经肾脏和
·

肠道排出
,

还有小部分经唾液
、

乳汁
、

胆汁和月经排

出
。

为了探索接铅女工的生育
、

妊娠及对子女发育的

影响情况
,

于 1 9 8 6年一 1 9 8 8年对本市蓄电池厂
,

电话

设备厂的接铅女工进行调查
,

并以服装厂女工作为对

照
。

一
、

调查对象和方法

以蓄电池厂作为高铅组
。

,

该厂女工 1 09 名
,

年龄

2 1一 45岁
,

平均 3 3岁
,

工龄 1 一 2 1年
,

平均 s 年
。

未

婚 1 3人
,

占1 2
.

9 2 %
,

已婚 9 6人
,

占 8 8
.

0 5%
。

电话设备厂作为低铅组
。

女工 15 7名
,

年龄 20 一

45 岁
,

平均 2 9岁
,

工龄 1 ~ 21 年
,

平均 6 年
,

未婚

34人
,

占2 1
.

6 5%
, 已婚 1 2 3人

,

占7 5
.

3%
。

对43 名接铅女工的子女拍摄 X线骨片
,

观察其尺

挠骨胫排骨干髓端铅沉着情况
。

作业场所空气中铅采用双硫腺比色法测定
,

血铅

与尿铅均采用极谱法测定
。

询问职业史
,

月经史
,

生育史
。

进行临床体检及

化验血铅
、

尿铅等
。

指定专人进行各项检查
。

二
、

结果分析

1
.

车间劳动卫生学调查情况见表 1
:

表 1 作业场所空气中铅测定结果

组 别 样品数
浓度 m g /m s

最低 最高 平均

铅烟 18 1

高铅组
铅尘 1 2 9

低铅组铅烟 1 2 6

0
、 0 1 4 2 7

。

2 2

O
。

0 3 4 6
。

3 1

2
。
1 3 6

2 。
9 72

0
。
0 0 1 3 0

。

1 7 0
。

0 0 3 1

高铅组仅 6 个样品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合格率

为 1
.

94 %
,

最高浓度 27
.

Zm g /m 3 ,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端

9 0 5
.

6倍
。 `

低铅组中 120 个样 品均 未 超过国家卫生标

准
,

合格率占习5
.

2 %
。

2
.

接铅组女工血铅
、

尿铅超正常值的年龄
、

工

龄分布情况见表 2
。

由于高铅组作业环境较差
,

工人经常在铅烟尘浓

度较高场所操作
,

工作时间较长
,
又无有效的防护措

施
。

15 年来诊断为铅中毒者 126 例
,

铅吸收 140 例
。

其中

12 例接连三年被诊断为中毒
,

才被迫调离铅作业
。

低

1 .

洛 阳市职业病防治所 2
.

洛阳市蓄电池厂

3
。

洛阳邮电 53 7厂职工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