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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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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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组主要为电话机线头的铅锡焊接
,

现场空气中铅烟

浓度虽高
,

而其厂房高大
,

并有送风管道
,

排风扇等

装置
。

环境较好
,

8 年尚无一例中毒
,

有 7 例 铅 吸

收
。

表 2 接铅组女工血铅
、

尿铅超正常值者年龄分布

年龄组

(岁 )

组 别
血 铅

例 %

尿 铅

例 %

2 0~

2 5~

30~

35~

4 0~

4 5~

5 0
。

O

6 6
。

6

3 1
。

8

4 4
。
4

左
目
1六b

62` 0

4 0
。

8

5 9
。

3

9
。

0 9

5 4
。

5

1 3
。

3

6 3
。

6

3 1
。

0

3 3
。

3

36
。

4

6
。

6

5 4
。

5

n一6一182167622高低低高高低高低高低高低

表 3 血铅
、

尿铅工龄分布情况

组 别 鱼
例

玺
%

垦
例

鲤
%

l ~

5 ~

1 0~

1 5~

6 1
。

9
竺

4 2
。

8

5 4
。

0 5

6
。

4

5 6
,

5 2

5
。

3

5 9
。

1

2 0
。

O

2 6
。

1

5
。

3

3 1
。

8

邹一捻4131131高低高低高低高低

表 3 中 1 ~ 5 年工龄组其血铅
、

尿铅均明显高于

其它各组
。

考虑因接铅时间短
、

肾脏对铅清 除 能 力

强
。

随着工龄增长
,

体内各脏器铅的蓄积量增多
,

排

泄能力无明显变化
,

因此各组间无明显差异
,

在年龄

与工龄两表 (表 2 ,

表 3 ) 中高铅组的血铅
、

尿铅均

明显高于低错组 (u = 1 0
.

4
,

P < e
二 )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
,

无疑与长姗吸入高浓度铅烟尘密切相关
。

3
。

铅作业对女工月经的影响见表 :4

表 4 铅对女工月经的影响

瓜 组 别 例 数 一止型鱼旦皇里` 一 月经增 多 痛 经

例 % 例 % 例 %

高铅组 10 9 1 9 1 7
。
4 3 1 7 15

.

5 9 4 3
。

6

低铅组 15 7 Z Q 1 2
。

5 0 2 8 17
.

习 3 7 4
.

4

对 照组 。5 2 2
.

10 3 3
.

2 0 一

表 4 表明铅可影响女工的月经
。

接铅 组 (高
、

( P < 0
.

0 5 ) }有显著性差异
。

而且对照组流产 3 例均由

低 ) 女工的月经周期改变
、

月经增多
、

痛经等项均显 体力劳动过重而致
,

接触组无任何原因
。

可以想象铅

著高于对照组
、

经统计学处理
,

( P < 。 .

0 1 )
,

两者有 系通过脐带而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而引起流产或死胎

非常显著性差异
。

而高低铅组之间
,

其三项指标统计 等
。

而高低铅组为 ` P > 。 .

0 5) 无差异
,

表明不论铅量

学处理 (P > 0
.

05 )为无差异
。

多少
,

对孕妇均有不良影响
。

4
。

铅对女工生育机能影响的调查见表 5 :
5

。

铅对女工子女的影响观察

经调查
,

铅对怀孕早期影响较明显
。

先兆流产
,

对铅作业女工的子女 1 ~ 8 岁的儿童 63 名拍摄了

流产及死胎率达 1 3
.

0%
,

而对照组仅 2
.

1%
,

经检 验 尺
、

挠骨及胫
、

膝骨的X 线片
,

经集体读片
,

其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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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对女工生育机能影响

孕妇

例数

先兆流产 流 产 死 胎 早 产 低重儿 不育症
组 别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高铅组

低铅组

对 照组

4
。

0 6 7
。

3

1
。

4 4

2 1
。

6 1 0
。

8 1 0
。

81

2 1
。

44 2 1
。

4 4

1
。

61

1
。

9 1

O 一

3 1
。

9 1

2
。

07 0 4 2
。

7 9

n八00nJq右n口门组1.闭
士
司1

名有明显的骨铅线
,

占6 0
。

4 6%
。

另有 2 名可疑铅线
。

2 6名中有25 例系母乳喂养
,

而儿童在托儿所或家属区

均离厂房较远
。

因此提示
:
经母乳使子女铅吸收量增

多
,

是影响铅作业工人子女健康的原因之一
。

已
、

讨 论

1
.

高铅组与低铅组女工在各自的作业场所空气

中铅浓度明显不同的情况下工作
,

因此高低铅组女工

的血铅
、

尿铅的含量明显不同
。

各年龄组
、

工龄组之

间也有明显差异
。

而且高铅组中毒患病率占 6
.

61 %
,

而低铅组尚无 1例中毒
。

因此建议蓄电池厂应积极采

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

以改善环境
,

降低 铅烟
、

尘 浓

度
,

以保护工人及其下一代的健康
。

2
。

铅作业女工月经周期改变
、

月经增多
、

痛经

及怀孕早期与晚期的影响明显高于对照组
。

故认为铅

对女工的生育机能可造成严重影响
。

高
、

低铅组之间

作业场所空气中铅浓度虽有差别
,

但作业时间较长
,

尤其低铅组工人在焊接时
,

离呼吸道较近、 微小环境

中铅浓度相对为高
,

虽未造成中毒事例但对女工生理

特异性已出现影响
,

应予重视
。

3
.

铅对子女的影响
:

在观察中
,

对该 厂 家 属

1一 8 岁的儿童拍摄X 线骨片
,

以观察其骨铅情况
,

检出率为 6 0
.

遵6%
,

其中 8 6
.

1 5%为母乳喂养
。

这与铅

从母乳排出密切相关
。

还有些在喂乳时未脱工作服以

致污染乳儿双手
,

而后吸吮手指而得
。

国外报导此类

儿童竟发展为铅性脑病
。

应引起铅作业女工们重视
,

改为人工喂养为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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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驾驶员血锌原吓琳含量的分析

湖南医科大学劳动卫生职业病教研室

罗沙菲 陈安朝 吴末生 吴维生 何兴轩 曾 明 熊敏如

血锌原外琳 ( Z P P ) 含量与血铅
、

)录铅是显著相

关
。

作为铅中毒早期诊断指标
,

国内已应用于临床
。

但由于各地区人群生活习惯
.

生活水平及环境铅污染

的程度不同
,

正常人 z
PP 含量也可能存在差异

。

本文报

告长沙市郊区4 27 名农机驾驶员Z P P 含量测定结果
,

为建立我国健康人 Z P P正常值提供资料
。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长沙市郊区农用拖拉机驾驶员42 7名
,

均为

男性
,

年龄 18 一叩岁
,

驾驶工龄一个月至 20 年
,

平均

3
.

3年
、
经健康检查未发现肝

、

胆疾患
,

血色素王10 g/ L

以上
,

生活与工作中无明显接铅史
,

无胆用含铅药物

史
。

狐定方法 用西安生化仪器研究所研制的X Y 一
A

型 Z P尸血液荧光测定仪和美国进口的盖玻片
。

用血红

蛋白皿管吸取指尖血一滴置盖玻 片 上
:

,

均 匀 铺 满

0
.

旦C功
.

之测量孔进行测定
,

减去空 白玻片读数即为

Z P P含量
。

同时用直接法测定血红蛋白 ( H b) 含量
。

详

细记载烟酒嗜好
。

用中位数进行统计分析
。

2
.

结 果

42 7名农机驾驶员血 Z P P含量 范围 1
.

0~ 6
.

9召g /

g耳b
,

呈正偏态分布
,

中位数 2
.

53 拜吕/ g bH
,

标 准误

件04 4
,

9 5%上限值 2
.

62 “ g/ g H b
,

99 %上限值 .2 创 、 g /

g耳卜
。

bH 含量范围
110 一 1 90 9/ L

。

不同地区
、

不同工龄
、

不同车型 的农机驾驶员 以

及 H b含量
、

吸烟等因素对 Z P P 含量 的影响见表 1
、

表 2
。

经 似检验
,

z P P含量除洞井片与东岸片有显著性

差异 ( u 二 2
.

18
,

尸< 。
.

0 5 )外
,

其他地区均无显著性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