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 论

刀: 一
m 为低分子量蛋白 (分子量 1 180 0 )

,

能自由

通过肾小球基底膜
,

并几乎全部被肾近曲小 管重 吸

收 (9 9
.

9% )
。

当仅肾小管重吸收功能障碍时
,

尿刀: 一m

排出量增加
,
当肾小球滤过功能减退时

,

或 有 导 致

儿
一

m 生成增加的因素存在时
,

血 刀: 一
m 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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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铅作业工人的尿儿一增高未受血内
一

m的影响
,

而与F E P呈显著正相关
。

由此看来
,

尿刀2 一
m 增高的

16 名工人可能存在肾近曲小管重吸收功能障碍
。

本组

铅作业工人血刀: 一

m 亦增高
,

但与 F E P 无显 著相关

性
,

究竟系肾小球滤过功能有所减退
,

抑或铅进 入体

内刺激了有关因素
,

导致血刀2一
m 的增高尚难肯定

。

化学烫发剂所致理发业职工手部接触性皮炎

调查及其机理探讨

上海医科大学皮肤病学研究所 ( 2。。0 50) 王侠生 黄能淳

上海医科大学 陆瑜芳 任道风 龚梓初 金锡鹤 王 籍兰

随着化学烫发剂 (冷烫 液 ) 在理发业中的广泛应 患病危险指标采用年患病率
,

即病例数与接触人数之

用
,

其职工手部皮炎较以往明显多见
。

本文通过对较 比
。

大量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动物实验
,

对冷烫液所致 二
、

结 果

皮炎的患病情况
、

临床特点及发病机 理等作了较全面 1
.

冷烫液使用情况 除个别特级
、

甲级店使用

的研究
。

波美牌冷烫液 (中德合资 ) 外
,

多用
“

快乐
” 、 “

上

目前
,

理发业中使用的冷烫液多为琉基 乙酸的盐 海
” 、 “

真优美
”
以及自配冷烫液

,

其还原剂均为流

溶液
,

即流基乙醇酸按
,

并用 N H 4 O H
、

N a O H
、

基乙酸
。

K O H
、

N a H C O , 等使溶液 p H提高至 9一 9
.

5
,

以保 2
.

患病情况 调查的 658 人中
,

共有手部皮炎

证其卷发效果
。

270 例 (4 1
.

0 3% )
。

有冷烫液接触史的 359 人中
,

有手

现 场 润 奋 部皮炎 220 例
,

患病率为 61
.

28 %
。

冷烫液所致手部皮

一
、

调查对象和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

对上 炎占全部病例的 8 1
.

4 8%
。

不同工种中手部皮炎发病

海市某区全 区 48 家理发店 6 58 名职工进行普查
,

其 中 情况分析表明
:

接触冷烫液者皮炎患病率明显高于不

男 35 6人
,

女 30 2 人
。

凡有明确的冷烫液接触史及有 接触者
,

专职卷发 (接触冷烫液机会最多 )者皮炎患病

关的手部皮疹并排除真菌感染者即诊断为手部皮炎
。

率又明显高于兼职卷发者 `见表 )
。

裹 不同工种手部皮炎患病率比较

组别 调查人数 患病人数 (% ) P r R

5 0 ( 1 6
。

7 2 )

1 5 8 ( 5 7
。

4 5)

6 2 ( 73
。

8 1)

3
。

4 4

4
。

4 1

Oōóój,O口丹̀盛Un山,臼不接触冷烫液

兼职卷发

专 职卷发

三组比较

1
,

2组比 较

1 、
3组比较

2
、

3组比较

大 2 = 1 4 7
。

2 0 7 3

飞 2 = 1 0 2
.

8 5 9 8

入 2 = 1 0 3
。

2 8 5 2

军 2 二 7
。

2 5 3 9

P < O
。

01

P < 0
.

0 1

P < 0
。

01

P < 0
.

05

rP R 二

冬
P E :

接触组患病 率

厂 E

P 百
:

不接触组患病率

使用不同牌号冷烫液的理发店
,

其手部皮炎患病

率无明显差异 (P > 0
.

0 5)
。

皮炎患病率与接 触 者 性

别
、

年龄
、

工龄及特殊过敏体 质 亦 无 关 (均为 P >

0
。
0 5 )

.

3
.

临床特点 皮炎多发生在接触冷烫液的当天

或 1 ~ 3 天内
。

一般局限 于接触冷烫液的部位
,

以手

指 ( 1 1 1例 )
、

手背 ( 8 8例 ) 及手掌 ( 66例 ) 为多见
。

多数患者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位发病
。

左手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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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明显
。

按皮疮表现可分为 4种
:

( 1 ) 急性接触性

皮炎
:

轻者表现为手掌
、

手背及指部散在或成片丘疹

及 /或疤疹
,

重者大片红肿
、

糜烂
、

渗出
,

伴剧痒 , ( 2 )

慢性接触性皮炎
:

病期数月至数年不等
。

皮损呈局部

浸润
、

肥厚 , ( 3 ) 甲沟炎
:
一种表现为局部红肿

、

糜烂及少量渗出
,

另一种表现为甲沟皮肤浸渍
、

起皱
、

松软
、

发白
,

甲板变软
、

变薄或甲床分离 , ( 4 )皮肤

干糙
、

角化
、

较裂
,

可单独存在
,

或伴发于慢性皮炎
。

4
.

个人防护 调查发现多数职工常徒手操作或

仅戴乳胶指套
,

从事烫发的 3 59 人中
,

仅 1 1 3人经常戴

手套
,

5 人经常涂皮肤防护青
。

动 物 实 脸

一
、

急性皮肤刺激试验 按 《化妆品安全性评价

程序》 介绍的方法
,

并对皮肤反应积分和刺激强度进

行评价
。

受试冷烫液除原液 ( 1 0 0% )外
,

以蒸馏水稀

释成 50 %
、

30 %
、

10 %的溶液
,

并以蒸馏水作对照
。

敷贴于豚鼠两胁部皮肤
。

结果除 100 %浓度组 健轻度

刺激外
,

余均未见刺激反应
。

二
、

多次皮肤刺激试验 取上述各浓度受试物涂

于成年家兔胁部皮肤
,

每天一次
,

连续 1 4天
。

结果发

现涂擦早期出现刺激反应
,

继而出现皮下出血点甚至

皮肤坏死
。

10 %及 30 %组主要表现为皮肤刺激及皮下

出血点
,

50 %及 1 00 %的可导致皮肤坏死
。

显示浓度

愈高
,

炎症反应出现时间愈早
,

反应程度亦愈重
,

呈

浓度
一

效班关系
。

三
、

豚鼠皮肤致敏试验 采用豚鼠最大反应试验

( G P M T ) 观察冷烫液的致敏潜力
。

结果未见冷烫液

对豚鼠皮肤具有致敏作用
。

讨 论

这次对上海某区理发店整群抽样调查表明理发业

职工因化学烫发剂引起的手部皮炎相当常见
,

当列为

该行业职工中最常见
、

最重要的职业性皮肤病之一
’

本组调查显示冷烫液皮炎的发病具有下列特点
:

( 1 ) 皮炎患病率高 ( 61
.

28 % )
,

接触机会愈多
,

盛

病率愈高
; ( 2 ) 皮炎的发生

、

发展与接 触 者 的 性

别
、

年龄
、

工龄及个人过敏体质无关 , ( 3 ) 发病的

潜伏期短
,

无论是初次接触抑或是再次接触者
,

皮炎

照例发生在接触冷烫液后 1 一 3 天 , ( 4 ) 皮 损 局

限于直接接触冷烫液的部位 , ( 5 ) 以慢性皮炎表现

为多见
,

此与长期反复刺激有关 , ( 6 ) 停止接触冷

烫液后皮炎可速愈
,

再接触可再发
。

根据以上几点
, `

我们认为该类皮炎是 由于冷烫液的原发性刺激作用所

致
,

而非过敏性反应
。

动物试验亦丧明冷烫液属弱皮

肤刺激物
。

冷烫液中的主要成分除琉基乙酸外
,

还有

N H 4 0 H
、

N a O H 等
,

而这些化学物都是众所周知的

皮肤刺激物
。

美国 F D A 将冷烫液也列为
“

可引起消

费者不良反应
”

的一类化妆品中
,

认为冷烫液中的还

原剂琉基 乙醇酸按是一种原发性刺激物
。

家兔的多次

皮肤刺激试验结果亦表明碱性化学物的持续作用所导

致的炎症反应
。

为探索冷烫液是否具有皮肤致敏作用
,

我们采用

了比 较敏感的 G P M T 试脸
,

结果未见冷烫液对豚鼠

皮肤的致敏作用
。

赵天恩等曾用冷烫液原液对 9 名成

人作斑试
,

结果均为阴性
。

而方大定等用 5 %琉基乙

酸对 9 名接触冷烫液的理发 师 作 斑 试
,

结果 3 例阳

性
。

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次现场调查中未能对冷烫液接

触者及皮炎患者作皮肤斑试
,

这对准确评价这 一问题

无疑存在不足之处
。

但我们从上述调查和试验结果确

认冷烫液的致病作用主要是通过其中一些 主要成分的

原发性刺激作用
。

至 于是否有可能在原发性刺激反应

的基础上在个别患者中再导致皮肤敏感反应的出现
,

这一推论尚需进一步研究
。

抓乙烯接触者某些血清蛋白组分改变对

肝损害意义的探讨

吴 进
,

刘维群
`

薛素琼
`

李正山
’

张世富
,

王琦道
,

付桂芳
,

氛乙烯 (v iyn l c h lor i d e ,

V C ) 是亲肝性毒物
,

并具有致痛性及致突变性
。

目前对 V C 引起肝脏损害

的诊断尚缺乏早期
、

敏感而客观的判断指标
。

本文对

92 名 V C接触工人及 86 名正常献血员的血清前白蛋白

( P A )
、

转铁蛋白 ( T R F )
、

低密度脂蛋白 ( L D L )
、

结合珠蛋白 ( 11P )
、 a l 一抗胰蛋白酶 ( A , A T )

、

补体 3

(C 3 )
、

补体 4 (C 一 )及循环免疫复合物 ( C IC ) 含景进

行定量观察和比较
,

以探索这些指标在V C 引起肝投

1
.

华西医科大学 职防所 ( 6 1 0 0寸1 ) 2
.

德 阳市卫 生份

疫站 3
.

四川树脂厂 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