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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的损伤
,

而不是炎症
。

从我们的测定 结 果 看
,

T N T 中毒组血清P A含量明 显低于其它四组
,

差异非

常显著
,

反映 了 T N T 中
.

万少朴脏确有明显的损害
。

其中 T N T 肝损恢复组
,

肝脏曾受过损 伤
,

通 过 休

息
、

治疗
,

病情好转或华本恢复正常
,

从 P A 测定结

果来看
,

也符介这
一

情况
。

从表 2 各检测组肝功能检

查结果看
,

异常检出率以 P A 最高
,

其中T N T 中毒组

已达 51
.

8 5%
,

也比其它各组高
,

说明 P A 灵敏性和

特异性均优于常用的肝功能指标 A L T 和 T T T
。

A L T

因广泛存在于肝以外的组织
,

所以特异性相对不高
,

升高幅度也不一定与病情平行
。

在实质性损伤时 P A

变化较为敏感
。

因此我们建议血清P A可作为T N T 中

毒性肝病的早期诊断指标和观察肝脏功能恢复的灵敏

指标
。

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研究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 5。。52) 高 琦 热新彩

洛阳轴承厂职工医院 陈茂勋 郊又伍

为 了探讨铅对铅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我们采用WH O 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七项指

标 ( N C T B )
,

对某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 2 00 名进行了

行为功能测试研究
,

为铅中毒的防治提供依据
。

一
、

对象和方法

1
.

对象
:
选择铅作业工人 200 名为接触组

,

其中

男71 人
,

女 129 人 ; 年龄 18 ~ 54 岁
,

平均22 岁 , 工龄

l 一 21 年
,
平均 6 年 ; 文化程度

:

小学占20 %
,

初中

占4。%
,

高中占4。%
。

对照 组是该厂的保育员
、

服务

员
、

治保员共 1 00 人
,

男 36 人
,

女 64 人
;

年龄 18 ~ 54

岁
,

平均23 岁
。

接触组和对照组性别
、

年龄
、

文化程

度结构基本相似
,

卡方检验均无明显差异
。

2
.

方法
;

车间空气中铅尘
、

铅烟浓度测定采用

双硫腺法
,

按车间主要岗位监测 9 个点
,

连续两天
,

每

天各测一次
,

共监测铅尘
、

铅烟各 18 个样品
,

计算均值
。

3
.

行为功能测试仪器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

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提供
。

测试过程按要求进行
,

测试前服镇静药或饮酒者一律不做测试
,

所得分结果

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三
、

给 .

1
.

铅尘0
。

06 1一 1
.

88 9m g /m气平均o
.

7 7m g /m
, ,

超过国家标准 1 4
.

38倍
,

铅烟 0
.

0 72~ 1
.

4 4m g m/
. ,

平均 。
.

3 99m g /m ’ ,

超过国家标准1 2
.

3倍
.

2
。

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

( 1 ) 情绪状况测试
,

接触组中紧张
、

抑郁
、

俄

怒
、

疲劳
、

困惑五项得分高于对照组 , 精力充沛得分

低于对照组
,

六项指标测试结果接触组与对照组均有

显著差异 ( P < 0
.

01
,

见表 1 )
。

( 2 ) 简单反应时测试最快
、

最慢
、

平均反应时

间和反应时标准差
,

接触组与对照组均有显 著 差 异

( P < 0
.

0 1
,

见表 2 )
。

衰 1 情绪状 况测试 (得分 )

组 别 例 数 紧 张 抑 郁 债 怒 精力充 沛 搜 劳 困 感

Z QQ

10 0

6 7 士 6

3 1 士 4

4 4 7 6

1 3
.

7 4土 1 1
.

1 1 12
.

5 8 士 8
,

8 4

1 0
.

1 3 士 8
.

1 4 I Q
.

5 5 士 7
.

Q 7

2
.

8 8 4 1
.

9 9 3

1 5
.

2 8 士 6
.

9 3

1 9
.

0 3 土 5
.

83

4
.

6 5 1

.

1 9 士 5
.

5 3

6 8 士 4 3 8

1 0
.

04 士 5
.

0 1

6
.

8 7 士 3
.

7 5

九舀ù舀月七O舀

5 5 36 5
.

5 8 7

触照

十̀

对接

衰 2 简单反应时测试 (秒 )

组 别 例数 最 快 最 住 平均时间 反应时标准差

0
.

21 4 士 0
.

0 4 5

0
.

1 9 0 士 0
.

03 9

4 8 4 0

0
.

7 6 Q士 0
.

4 9 7

0
.

56 4 土 0
.

3 2 0

3
。

8 2 0

0
.

3 1 8 士 0
.

0 7 4

0
.

2 7 9 士 0
.

0 5 4

4
.

7 0 4

09 8 士 0
.

0 94

0 72 土 0
.

0 5 7

2
.

5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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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照

十L

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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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手握提转习惯用手和非习惯用手
,

接触组

与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 ( P < O
。

01
,

见表 3 )
。

( 4 )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视觉记忆
、

目标追踪

得分结果
,

接触组与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 ( P < 0
.

01
,

见表 4 )
。

.
1 5 1

.

裹 3 手握提转 (得分 )

组 别 例 数 习惯用手 非习惯用手

:::
3 0

.

07 士 5
.

1 1

3 4 29 士 6 7 8

2 7
.

7 2 士 5
.

20

3 0
.

4 3 士 6
.

0 1

触照接对

t 5
.

2 0 3
.

5 2

衰 4 数字跨度
、

数字译码
、

视觉记忆
、

目标追踪 (得分 )

组 别 例数 数字跨度 数字译码 视觉记忆 目标迫踪

接 触 2 0 0 1 3
.

7 4 士 2
.

9 5 4 4
.

5 6 士 1 2
.

27 7
.

0 6 士 1
.

5 3 1 5 2
.

3 3土 5 1
.

8 8

对 照 1 0 0 17
.

5 9 士 4
.

1 5 5 5
.

4 2 士 1 2
.

6 0 8
.

5 5士 1
.

27 忍0 7
.

67 土 5 3
.

1 2

t 9
.

2 6 8 7
.

6 10 8
.

4 2 1 8
.

6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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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三

、

讨 论 物所致损伤统一方法
,

已在职业病和环境医学领域得

人类神经系统具有易忿性
,

当受到外界因素侵袭 到广泛应用
,

也是检查铅作业工人神经系统损伤的合

时
,

神经首先受损
,

并导致其功能上的改变
。

铅本身 适方法
。

是神经毒物
,

必然会导致铅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上 铅对工人神经
、

心理功能影响是肯定的
,

以行为功

的改变
。

能测试方法来研究铅的神经毒性和铅中毒的诊断是可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证明
,

该法是研究某些毒物
,

取的简便方法
。

我们测试的结果表明
,

铅对作业工人

特别是神经毒物早期作用及预示这些毒物潜在危害的 的神经行为功能和心理功能影响也是肯定的
,

W E D

敏感而方便的方法
。

行为功能改变往往出 现在 许 多 推荐的N C T B 测试方法
,

是评价铅作业工人神经系统

生理
、

生化失调之前
,

N C T B 是精选的最基本的神 损伤合适的指标
,

建议可做为修改卫生标准的参考指

经行为功能测试组合
。

作为检测职业人群接触神经毒 标
。

矽肺患者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初步分析

武汉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 ( 4 3。。7 1) 朱 静 刘春香 汤森元

近年来
,

对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u P e r o x ide ids
-

知 u 七玛 e ,

S O D ) 的研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

在矽肺

患者中
,

有作者报道 C u Z n S O D 活性有所增高
,

但

患者年龄与 S O D值的改变
,

以及患者血清中总 S O D
、

加h 1 S O D
、

C u Z n S O联含量与病情的关系如何国内报

道不多
。

为探索矽肺患者机体对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

观察 S O D值随底份变化的改变
,

本文对 43 例矽肺患者

进行了检测
,

并以健康同龄人作为对照
,

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对 象

矽肺组
:

本院已确诊的矽肺 43 例 ( I 期 12 例
,

I

期 1 9例
,

I 期 1 2例 ) ,

年龄 50 ~ 75 岁
,

平均 5 9
.

5岁
。

接触石英粉尘工龄 3 ~ 20 年
。

对照组
:

年龄与矽肺组相当的离退休干部44 名
,

不接触矽尘和毒物
,

经询问病史
、

体检
,

符合健康标

准
,

年龄52 ~ 76 岁
,

平均6 0
.

5岁
。

二
、

万 法

采用亚硝酸法
,

此法是通过 S O D 抑制反应
,

在

计算其 50 %抑制率的基础上来判定酶活力 (方法
、

试

剂由海军总 医院分子生物学研究室提供 )

结 .

一
、

矽肺患者与健康人血清总 S O D
、

M n S O D
、

C u Z n S O D活性测定结果比较见表 1
。

表 1示
:
由于方羞不齐

,

故用 t’ 检验
,

矽肺组的

总 S O D
、

M n S O D
、

C u Z n S O D 值明显高于对照

组
,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非常显著
。

二
、

健康人与各期矽肺之间的关系比较见表 2
。

健康人与各期矽肺患者间总 S O D
、

M n S O D
、

C u Z n S O D 活性有非常显著差别
。

讨 论

人体代谢过程中可产生自由基
,

有损伤核酸
、

蛋

白质的作用
,

使生物膜友生变化
,

从而加速机体的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