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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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