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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组 A与对照组各项指标异常率比较

接触组 A

例数 异常例数 %

对 照 组

指 标
例 数 正常范国 异常例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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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肝功能试验完全正常的V C接触者中
,

P A

异常率为 3 6
.

5%
,

提示P A在常规肝功能尚正常时即

可发生变化
,

说明 P A在反映肝脏的早期损害方面比

常规肝功能试验更为敏感
。

讨 论

一
、

血清 P A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快速转运蛋白
,

其生物半减期仅 1
.

9天
,

在反映肝脏的早期损害方面

是一个敏感的指标
。

T R F是血浆中 刀1 球蛋白与铁离

子结合成的一种复合物
,

亦由肝脏合成
。

本文结果显

示
,

在常规肝功能试验正常的V C接触者中
,

有 36
.

5%

出现血清P A降低
,

说明 P A在反映肝脏的早期损害时
,

较常规肝功能试验更为敏感
。

V C 接触者 P A
、

T R F

降低的原因
,

可能是由于 V C的毒性代谢产物选择性

作用于肝细胞内质 网
,

使粗面内质网扩张
,

线粒体肿

胀
、

畸形
,

致使肝细胞合成蛋白质功能降低所致
。

二
、

L D L 又称 刀脂蛋白
,

主要由肝脏合 成 的

V L D L在血浆中转化而来
,

主要由载脂蛋白 B及脂质

组成
,

脂质又 以胆固醉为主
。

接触 V C工人 L D L升高

可能与 V C导致线粒体损害
,

引起脂肪酸氧化机制失

调有关
。

三
、

H P
、

A : A T 均为肝脏合成的糖蛋白
,

二者

在肝脏及多种肝外肿瘤中均明显升高
,

因而认为其升

高对肿瘤的诊断有一定价值
。

本文接触V C工人 1卫P
、

A I A T均升高
,

是否与 V C 的致癌性有关
,

尚有待于

今后研究证实
。

四
、

C 3 、

C 4是补体的两个主要成分
,

C , 由肝脏

合成
,

C ` 由巨噬细胞合成
。

C , 在肝病中的变化以往

的报道差异颇大
,

本文 C , 变化不明显
,

因此
,

其在

接触 V C工人中的意义难以做出分析
。

C ` 的升高可能

因V C 进入机体后
,

使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呈活跃状态
,

合成C 4的功能增强
,

从而使血清中 C ` 浓度升高
。

综上
,

我们认为
,

在该接触浓度下
,

本 文 接触

V C 的部分工人 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肝脏损害
,

其血清

P A 的变化是反映肝脏早期损害的一个敏 感 指 标
。

I护
、

A , A T
、

口 C 三项与肿瘤有关的指标升高
,

为

研究V C的致癌机理方面提供了线索
。

但由于V C接触

工人血清蛋白组分的改变尚难完全排除其它原因
,

且

本次调查为前晗性调查的第一次结果
,

因此
,

对于能

否将上述指标作为 V C 所致肝损害的诊断指标
,

以及

其在预浏肿瘤方面的意义
,

我们将做进一步观察
。

( 本文承旅华西医科大学职防晚王宗全彼长布助
,

在此

致姗 ! 》

三硝基甲苯对血中淋巴细胞糖元的影响

辽宁省劳动卫生研究所

丹 东 市 职 业

为探讨三硝基甲苯 (简称 T N T )
,

对血中淋巴细

胞据元 (简称 L C G ) 含址的影响
,

将2 8 2例 T N T作业

工人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 1 1000 5 ) 张玉蓉 范桂云

病 院 孟昭华

资料及方法

T N T 组
,

某化工厂无肝炎史的 28 2名

工人
,
随机抽取 101 人枪查血中 乙C G含最

。

T N T 作
止!2

其中除去



有结核史
,

肝功异常
,

尿搪 ( + )
,

WB C 10 x 1 .0 / L

以上者
,

余下 83 例做为观察对象
。

肝炎组
:

市级传染病院住院病人
,

随机抽取肝硬

化
、

急性活动性肝炎
、

慢性活动性肝炎
、

慢性迁延性

盯炎患者共 40 名
。

正常组
:

无结核
、

肝炎
、

糖尿病等病史
、

自觉无

不适的职工 43 名
。

用过碘酸雪夫反应 ( P A S 反应 ) 法
,

计算总积

分 f广f
,

结 果

lJT 炎
、

T N T 和正常三组血中 L C G 积分数经统计

学 处理
,

肝炎组积分值最高
,

其次为 T N T 组
、

正常

组 三组 F值为 1 2
.

48 8 4
,

尸 < 0
.

01
,

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
。

三组各均数间两两对比
,

肝炎组与正常组
、

T N T

红[与正常组q值分别为 7
.

7 3 65
、

4
.

56 5 1
, P 值均小于

,
.

0 1
,

差异非常显著
。

T N T 作业工人肝脾 B超检查异常者
,

血中 L C G

10 。 % 出现 I 型 (积分值高 ) , 眼晶体异常的 l 型出

观率为 8 5
.

9写
。

表明 T N T接触者肝脾 B超及眼品体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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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血中 LC G 含量增高是一致的
。

T N T接触者血中 L C G含量
,

随其从事 T N T 作业

工龄增加而增高
。

讨 论

临床 L C G 含量的转化多用 于血液病的诊断
。

也

有报导放射损伤
、

其他化学毒物中毒
,

肝炎
,

搪尿病

人血中 L C G 含量亦可增高
。

T N T 是一种肝性毒物
, 以血中 L C G 含量做为

T N T 对肝脏损害的观察指标
,

国内尚未见到报导
。

T N T组血中 L C G 含量增高与该组肝脾 B超检查

异常
、

眼晶体异常是一致的
,

表明血巾 L C G 增高是

属 T N T毒害所致
。

T N T 组工人血中 L C G 积分均值和 I 型所 占 比

例均明显高于正常组
,

有统计学意义
。

该 组血
`
1
, L C G

增高随其从事 T N T 作业工龄增加而增加
.

符合职业

性疾病的一 般规律
。

山此可见 T N T可 以引起 血
,
}
, L C G 禽以增高

。

故

检测血 中 L C G 含全
,

作为 T N T 接触者川
:
损害的观察

指标之一是值得考虑的
。

钨尘作业工人的尿钨测定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3 30 0 0 6) 黎小萍 张天 园 杨双才

沈阳 市劳动 卫 生职 业病 研 究 所 杨美玉

体内吸收的钨能迅速经尿排出
,

为此
,

我们对钨

尘作业工人尿钨含量进行了测定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一
、

尿液样品收集与分组
:
根据调查对象将所收

集尿液分组
,

收集时注意防止钨尘及其它因素污染
。

样 品分为二组
.

①观察组
:
三个有关工厂 (下分

别简称 A
、

B
、

C厂 ) 69 名钨尘作业工人 , ②对照组
:

29 名无粉尘接触史的健康职工
。

二
、

分析方法
:

尿钨的硫氰酸钾 . 三抓化钦 分光

光度测定方法
。

(方法摘自周恒铎主编的 《职业中毒

检验 》 第 22 7页 )

结 .

一
、

观察组与对照组尿钨含盆比较 (表 1 》

由表 1 可见
,

观察组尿钨含量显著高 于 对 照 组

(二组未检出值采用尾率法统计
,

下同 )
。

二
、

钨尘作业工人尿钨含量比较 (表 2 )

A 厂与 B厂比较
,

尿钨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 但 A

r 或周一与 C 厂比较
,

尿钨含呈均有显著性差异
。

裹 1 观察组与对 照组尿钨含量比较

组别 样 品数
尿钨含量范围

( m g / L )

JL何均数
( I n g / L )

2 9

6 9

均为未检出值

未检 出值 ~ 1
.

8 6

l l

P < 0
.

0 1

3 3

各厂钨尘作业工人尿钨含量相互比较

编 , ,

主孔 ) `自

7

样品

效

尿钨含量范围
( m g / L )

JL何均数
( m g / L )

统计学分 析
( F

,
)

A厂

B 厂

C 厂

3 0

13

2 6

未检 出值~ ]
.

86

未检 出值一 0
.

64

未检 出值 ~ 0
.

89

。

5 0

.

3 3

_

2 2

1与 3 P < 0
。

0 1

1与 Z P > 0
。

0 5

2与 3 P < O
。

0 5

讨 论

体内吸收的钨 24 小时以内 96 % 经尿排出体外
,

钨

不是人体的固有元素
,

所以作为钨尘接触人群的对 照

组尿钨含量测定均属未检出值
。

钨尘作业工人尿钨含

鱼范围在未检出值~ 王
.

86 m g / L 之间
,

与碳化物作业

工人尿钨含量在 0
.

6~ 1
.

l m g / L 的报导基本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