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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镐接触者尿N A G 活性的变化

新乡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尿中N- 乙院
一

户D-- 氛墓葡萄糖普醉 (N A G ) 主要

来稼于肾小管细胞内的溶酶体
,

毒物或药物导致肾扳

仿的早期
,

即见尿 N A G 活性升高
。

长期接触低浓度

拓的靶器官是肾脏
。

本文参照国内外报道的方法
,

采

用国产试剂
,

测定了54 例职业性福接触者和84 例正常

健康人尿中 N A G 活性的变化
。

一
、

材料及方法

1
.

样品收集
:

受试者晨尿于清洁干燥容器中留

取
,

及时检侧
。

2
。

测定方法
:

底物采用对硝基苯
-
N

- 乙跳一刀
~

压
级基有翻搪普 (简称 P N P 一

N A G
,

上海科技大学生物

工程系提供)
。

取 o
.

Zm l 尿样品于测定管内
,

加入在

37 oc 水浴 5 分钟的 。
。

。1m叫L P N P
一
N A G的底物级

冲液 ( o
.

0 5M柠檬酸级冲液PH
魂

.

6 ) 1
.

0
呱 中

, s 7
o

e

水浴 30 分钟
,

然后加 O
。

06 M 翻咬一氢氧化钠缓冲

液 (p l l 9
.

8) 4m l 终止反应 , 同时做尿或底物空白

管侧定
。

将试管取出摇匀用 7 51 型或 721 型分光光度计

在 4 00 n 刀。 处以空白管校零点
,

侧各管光密度 值
,

以

此光密度值查用 3
.

om M / L 对硝基苯醉标准所制成的

标准曲线
,

即得出分解游离的对硝羞苯阶盆
,

最后折

(一5 30 0 5 ) 王 实

井成 N A G酶活性单位 ( 37oc 每分钟游离出 1拼M对硝

盆苯酚为一个单位 )
。

同时用孩性苦味酸法测同一样品尿肌醉的含 t
,

并用 N A G活性单位 /克尿肌醉 (u/ g rC ) 表示
。

二
、

结 果

1
.

关于正常参考值
:

选择无肾病史
、

无泌尿系

疾患史
、

一周内未用过对肾脏有损害作用药物 (如执

生素
、

镇痛药等)
,

并经健康检查和尿常规化验正常

的本市居民为正常对照组
,

年龄与福接触组 基 本 一

致
,

均在 15~ 60岁之间
,

计男 6 1例
,

女 2 5例
。

致据用

爪计概率作图法检验表明
,

为近似正态 分 布
,

均 值

7
.

8 6u /郎
r ,

95 %上限为 16
.

o 4u /郎 r ,

与文献报道

的正常值上限 15
.

l u /郎 r 相符 , 经统计学处理男女间

无显著性差异
。

2
.

长期从事福作业者的尿 N A G 值 . 在 64 例长

期福接触者中
,

依照 《职业性福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

原则》 (G B 78 o 3 ~ 8 7) 的有关规定
,

确诊为慢性轻度福

中毒 22 例
、

尿福升高者 24 例
,

其余 8 例为 10 年以上福

作业工龄和多次尿福侧定含 t 在正常值上限上下波动

者
,

结果见表 1
。

衰 1 福接触组与对照组尿 N A G活性及异常率 ( % ) 比较

分 组 例数 X 土 S D 超上限人数 异常率 (沁)

正常对服组

性性轻度拓中毒

尿偏升高者

尿拓正常者

总计 (福接触组 )

1
。
. 6 出 3

。
5牙

1 8
。
. 4士 9

。
8 2

15
。

1 . 含 1 0
。

6 2

1 4
。

8 ,土日
。

4 9

1 6
。
7 8出 .8 8 6.

4
。

7 6

5 9
。

0 9

4 5
。

8 3

2 5
。

0 0

4 8
。

15 .

4玲11226842224854

.
与对照组比 较 P < 。

.

01

由表 1可见
:

福接触组尿 N A G 活性和异常率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有非常显著的差别 ( P < 0
.

0 1 )
。

另

见尿 N A G 的改变与福性肾损伤有一定的关系
。

3
.

侧定方法的对比
:

本次调查还依照
.

诊断标

准
.

中规定的测定方法
,

对同一尿样进行尿常规检查

(包括尿糖定性》 ,

尿蛋白定 t (土屋试剂
一

双 缩 脉

法 )
、

尿蛋白电泳 (s D S
ee
P A G E法 )

、

尿尹, 一徽球蛋白

侧定 (夕: ~
功 G

·

酶联免疫法
·

瑞典进口试剂盒 )
,

结

果见表 2
。

表 2 显示
:

尿 刊A G 的敏感性除 低 于 刀: ~
功G

衰 2 54例福搜触者尿中六种侧定方法比较

尿常规
拉 查

尿蛋 自
定 t

尿蛋白 电像 尿肌醉 N A G 月, 一 m G

异常数

异常率 (% )

4

7
。

41

8

1 4
。

8 1

8

1 4
。

81

含

3。 70

2 6

4 8
。

1 5

3 3

6 1
。

1 1



2 2

外
,

明显高于
“

诊断标准
”

中规定的其它项目
,

而尿

N A G 和刀: 一
m G两方法经 四格表资料 X , 检验

,

X , =

1
.

8 3 0 5
,

差异不显著 ( P > 0
.

0 5 )
,

且表现显著的相关

性 (相关系数 r = 0
.

2 43
,

P ( 0
.

0 5 )
。

三
、

小 结

本文测定观察了福接触者尿中入A G 变化
,

并与

尿 刀:

一 G 等五种测定方法进行了比较
,

结果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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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接触者尿中 N A G 活性及异常率显著高于正常健康

者 ( P < O
。

01 )
,

与职业性福损伤有一定 的 关 系 (见

表 1)
,

且其阳性率明显高于尿蛋白定量和 尿 蛋 白

电泳等指标
,

与刀: 一m G 在评价福的肾毒性方面具有

相同意义
,

因而建议尿 N A G 测定可增列为职业性福

中毒的诊断指标之一
。

(本文承蒙刘世杰教授指导修改
,

谨致感谢
。

》

低浓度C O 对作业工人血液中H b C O 影响的探讨

大同市职业病防治所 ( 03 7006 ) 李武 李英 郭志萍 张冬生

血液中 H b C O 的含量可作为接触 C O 的生物学监 接触氯丁二烯作业工人
,

制药厂接触丙酮
、

氨
、

乙醇

测指标
。

本文对 3 17 例接触 C O 作业工人和 3 88 例非接 和麻黄素的作业工人
,

大同市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
,

触 C O的作业工人血液中 H b C O 的含量进行了比较
,

共 3 38 例
。

其中吸烟 13 1例
,

不吸烟 207 例
。

年龄 18 ~

旨在探讨长期接触 C O 后对血掖中 H b C O 含量的影 59 岁
。

无接触 C O 职业史
。

响
。

同时还比较了吸烟与不 吸烟者血中H b C O 的含量
,

二
、

调查内容及方法

以便能够确定 H b C O 指标在C O 中毒时的诊断价值
,

询问职业史
、

病史
、

既往急性 C O 中毒史
、

吸烟

为临床诊治提供科学依据
。

史
。

H b C O 采用 751 分光光度计
,

双波长分光光度法

调奋对象与方法 进行测定
。

~
、

调查对象 结果与分析

1
.

接触 C O 对象为大同市煤气公司的 作 业 工 一
、

大同市煤气公司车间空气中 C O 浓度
,

测定

人
,

共 317 例
,

其中吸烟者 164 例
,

不吸烟者 153 例
。

年 12 个点
,

均值为 36 士 4
.

sm g/ m
, 。

龄 19 一 29 岁
,

接触 C O 作业工龄 1 一 3 年
。

二
、

H b CO 测定结果 (见表 1 )
。

2
。

非接触 C O 对象 (对照组 ) 为山西省化工厂

表 1 65 5例工人血中 H bC O 含量

分组 人数
H b CO

X 土 S D

( m o l /m o l ) t 梭脸

接触 C O
吸烟

不吸烟
O

。

0 5 0 6 土 0
.

0 2 4 7

0
。
0 3 8 2 士 0

.

0 2 0 4
8

。
4 3 < 0

。
0 1

非接触 C O 吸烟

不吸烟
0

。
0 3 6 0 上 0

。 0 1 3 6

0
。
0 2 5 8 土 0

。
0 1 2 1

7
。

01 < 0
。
0 1

月吸no,l,口内匕ó台晚jo
,上,二1孟勺̀

从表 l 可见
,

接触 C O 吸烟组 H b C O 均值 为 影响 ( P > 。 .

0 5)
。

0
.

05 06
,

不吸烟组为 0
.

0 3 8 2
,

t “ 8
.

43
,

P < 0
.

01 , 非 为了排除吸烟因素对血中 H bC O 的影响
,

我们

接触 C O 吸烟组为。
.

0 3 6 0
,

不 吸烟组为。 .

0 2 5 8
。

吸烟 比较了不吸烟的接触 C O 组及对照组的 H bC O 含量

组非常明显高于非吸烟组
。

(见表 2 )
。

为了排除对照组所接触的毒物对血中H b C O 的影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在两组不吸烟者中
,

接触 C O

响
,

特意作了对照组吸烟者及对照组不吸烟者H bC O 组的 H bC O 非常明显高于非接触 C O 组 ( P < 0
.

0 1 )
。

比较
,

结果对照组所接触的毒物对血中H b C o 无显著 (本文承蒙本所 副主任医 师高翔所长审阅修改
,

致 谢
。

)

裹 2 不吸烟者接触 C O 组与对照组 H b C O 含量 比较

组 别 人数
H b C O

X 土 S D

(m o l / m o l ) 检脸

接触 C O 组

非接触 C O 组

1 5 3

2 0 7

0
。

0 38 2 士 0
。

肥0 4

O
。

0 2 5 8 士 0
。

0 1 2 1

8
。

8 6 < 0
。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