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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

铅中毒与微量元素之间的相关探讨
’

赵学文
,

吴学霖
’

王惠兰
,

代建强
’

陈永 乐
`

胡国政
,

评光国
,

人体各器官组织均由元素构成
,

必需微量元素是

体内酶
、

激素
、

核酸等调整生命代谢过程所需要的
,

缺

少或过剩均可导致细胞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异常
。

铅对

人体为有害元索
,

为了探讨铅中毒病人体内微量元素

含量的变化
,

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

间
,

制板车间有原料
、

铸造
、

涂片及化成四组 , 装配

车间分为一
、

二
、

三 组
,

二组为引进设备
。

防护没备

主要为净化及机风
、

自然风等 ; 原料车间 为 密 闭净

化
,

效采均 般
。

作业环境污染严重
。

见表 1
,

表 2
。

一般情况

该蓄电池厂有两个主要车问
,

为制板 及 装 配车

2 材料和方法

选择无内科和神经系统原发疾患的铅作业者进行

全面体险
,

按国家制定的铅中毒诊断标准诊断为慢性

表 1 车间空气铅 i衣度超标倍数

制 板 装 配

原料 铸造 徐 ; 化成 一 组

装 配

几
乞

: l
_

三斗 l

铅尘

铅烟

O
_

4 9~ 1 1 C~ C
.

G

O~ 2 1

C
_

4 ~ 4 8
_

8 艺
.

4一 6
.

忿

0~ 2
.

7

〔 ~ 4 公 艺 0~ 工7

2 2 ~ 4 6
_

3 7 7~ 1 6 7 7~ 3 9

0
.

G 4 〕
.

吕

1
.

0~ G 上 .

3

注
:

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铅尘 。
.

05 m g / m 3 ,

针专姗 。
.

0 31 1 1
9 / m s

表 2 作业工人铅中毒发病率

制 饭 装 配

原料 铸造 化成 二 夕!1 二 到l

作业 人饮

中毒人数

发 病名 %

3 1 3 5 4 7 2 3 月3 2 3 1 1

18

5 J 4 3

2 0

4 2
_

5 5

12

5 2
_

1 7 3 0 4 3

轻度铅中毒患 者邓名 为
`
l
,

毒组
.

年龄 1 8~ 57 岁
,

平均

2 7
.

4 士 7
.

3岁
,
另 以无毒物接触史的健康男性 29 名为

对照组
,

年龄 17 ~ 5G 岁
,

平均 2 5
.

1士 了
.

6岁
。

驱铅治疗用 C a N u : E D T A
,

每 日 0
.

5 9 加 2 %

P r o c a i n e I lul 肌注
,

用药 3天
,

l,l l]隔停药旧 为一疗

程
。

驱铅治疗前采静脉血 I n U 加肝索抗凝
,

测定全血

微量元素及 留晨尿验永铅
,

治疗中琢 口肌注 C a N a , -

E D T A后次 日留晨尿
,

连续 3 次验尿铅
。

治疗组分组原则为
:

一疗程治疗 组即 于第
`

疗程

绍 3 次肌注给药前采血
,

二疗程治疗组 于该疗程第 3

次给药前采血测定微量元索
,

治疗中留晨坛验尿铅
。

对照者及铅
,
卜毒者治疗前均按上法采血测定 全皿

微量元素
。

每次测定均做 空白竹微量元素含量测定
,

以校正之
。

血铅
、

锌
、

镍川极语法测定
,

血锰
、

镁
、

铁
、

钙
、

铜
、

钦
、

铬
、

铝
、

铭 用等离 子光谱法测定
。

尿铅用热消化双硫肪 比色法分析
。

结果

铅中毒组治疗前
` ; 对照组 12

铅中毒组除 血铅 显片增高外
,

T i 减低
,

均有 牡 凡
一

几异和

种微址元 素 介足 比

Z n
、

五丁n
、

C .I
、

A l 增

1{三常 显 ;代旅异 了见丧

3.3较高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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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弓 两组微量元素均值比较 (单位 p p m)

例数 p b ZnN iM nM gF eC aC uT iC r AI 51
·

中毒组治疗前7 0 0
.

64 6
.

40 0
.

0 20 5
.

13 3 3
.

5 63 0 6
.

3 5 62
.

51 0
.

0 0 2
.

3 0 0
.

4 63
.

3 , 0
.

0 5 5

对照组 2 3 0
.

2 5 5
.

5 2 0
.

0 32 0
.

0 6 6 3 4
.

2 4 3 9 2
.

0 5 5 7
.

7 1 0
.

9 0 1
.

5 2 0
.

4 2 2
.

1 9 0
.

0 5 2

t 5
.

2 3 1 6 3
.

5 9 6 2 1
.

5 4 3 7 2
.

6 9 8 3 0
.

3 9 1 4 0
.

2 2 4 3 1
.

3 3 0 2 0
.

仁0 7 9 2
.

1 6 56 2
.

3 2 3 3 5
.

7 1 3 1 0
.

7 5 7 1

P 个< 。
.

0 0 1 个< 。
.

0 0 1 杏> 0
.

1 个< 0
.

01 > 0
.

6 > 0
.

8 > 〕
.

1 > 。
.

。 杏( 0
.

0 5 个( 0
.

0 5 个< 0
.

0 0 1 > D
.

4

注
:

个
、

十表 示中毒组治疗前比对照组的含量增高或减低

3
.

2 铅巾毒组治疗前后微量元素变化比较 两 个 治

疗组均进行自身比较
,

其结果为 一疗程组 A l和S r 治疗

后较治疗前减少
,

差异有显著性
。

二疗程组治疗后 Z .n

C l l 、

C r 减少
,

差异非常显著
,

铅轻度增加 ( P < 0
.

05 )
,

N i
、

M g增加
,

差 异非常显著
。

两治疗组比较
,
二疗程组比一疗程组全血 F e 、

C a 、

C u
、

T i
、

C r 的减少
,

差异有显著和非常显著性
,

A l含量增加
,

差 异非常显著 (见表 4 )
。

表 4 两治疗组治疗后微量元素变化比较 (单位 p p m )

eF硬
ù汀1

五列数 I
、
b Z n N i h l l l

C
a

C
t l T i C r A I S r

二疗程组

一疗程组

3 4 1
.

7 0

1 1 0
.

6 7

1
.

2 6 1 0

> O
_

2

连
.

87

5 7 1

0
.

Q 4

0 3 8

3 1 2 6

0
.

1选

0
.

1 1

1
.

3 3 4 9

> 0
.

1

3 5
.

57

3 4
.

7 4

1
.

8 2 4 1

> 0
.

0 5

3 e 5
.

5 0 5 2
.

9 9 0
.

9 1 ]
.

3 7 0
.

2 5 2
.

1 7

4 42
.

4 6 6 2
.

2 6 !
.

3 1 2
.

0 2 0
.

6 4 0
.

7 5

2
.

1 10 5 2
.

4 84 3 2
.

7 6 8 3 2
.

9 55 8 6
.

83 5 9 2
.

1 4 0 7

杏< 0
.

0 5 杏< 0
.

0 5 备< 0
.

0 2 杏< 0
.

0 1 杏< 0
.

00 1 个< 0
.

0 5

0
.

0 5 4

O
_

O二6

5 0 9 4

> 0
.

1 > 0
.

5

1
.

9 93 4

个) 0
.

0 5

注
:

个
,

干表示两组 中二疗程组比 一疗程组 的含量增高或减低

3
.

3 1 2 种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通过微机进行判 别

分析
,

中毒组治疗前各种元素之间的正
、

负相关关系明

显区别于对照组
,

且相关有显著意义
。

中毒组驱铅后

与驱铅前相比
,

又有不同的变化
,

其各种元素相关也

有显著意
_

义
。

3
.

4 对照组和中毒各组元素组合情况 各元素 组 合

在对照组均属正常
。

与对照组比较
,

中毒组治疗前各元

素组合异常例数达 9 7
.

3 3% ( 7 3 / 75)
,

一
、

二疗程组治

疗前各元素组合异常例数均为1 00 % ( 1 1 l/ 1
,

34 / 3。
,

一 疗程治疗后元素异常组合例数明显减少
,

占5 4
.

5 5 %

( 6/ 1 1 )
,

二疗程治疗后元素异常组合例数更为减少
,

占

4 1
。
1 8% ( 1 4 / 3 4 )

。

3
.

5 微量元素组合与尿铅关系 见表 5
。

由表 5 可见
,

于第一
、

二疗程驱铅治疗后
,

微量

表 5 两治疗组全血微量元素组合与尿铅恢复正常所需疗程关系

尿 铅恢复 正常所需疗程数

总 微 量元

例

数 素胜合

二疗程 三疗程 四 疗程 五疗程 六疗程

例数 % 例致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已 治一疗程组 11
峨`JnD工b

已治二疗程组 3 4

正常组合

异常组 合

正 常组合

异 常组合

2 0

5 0

3 0

2 8
_

5 7

2 Q

3 3
.

3 3

4 0

2 1
_

4 3

1 2 0

16
.

6 7

3 0

`
上21ù,口

3 5
`

7 1 2 1 4 2 9

只ù峪Q
璐h通
`

ēJ,2
, .ù

元素组合关系正 常与否
,

与需继续治疗至尿铅恢复正

常所需疗程数无关
。

4 讨论

本文观察到铅中毒患者与对照 组比较
,

T i显著减

低 ( P < 0
.

0 5 )
,

Z n
、

M n
、

C r 、

A l 均增高 ( P < 0
.

0 0 1
、

< 。
.

01
、

< 0
.

05 和 < 。
.

0 0 1 )
,

其他元素增
.
荡或减低 l3J 差

异不显著
。

经两个疗程治疗后 血铅轻度增高
,

与
·

疗

程比较 F e 、

C a 、

C u
、

T i
、

C r 均减少
,

A I含量增加
,

差

异显著或非常显著
,

说明铅中毒患者休内铅的含鼠增



肖影响其他元素含量的稳定性
,

同时经 C a N a : 一 E D T A

驱铅治疗
,

与铅排出的同时也有其他微量元素排出
.

而使临床症状加屯
。

二疗程组微量元素的改变较 疗

程组显著
,

这与治疗时间延 长
,

C a N a : 一 E D T A 应用

次数增多有关
。

铅中毒患者体内元素组 合关系明显 区 别 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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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经治疗后元素的异常组合关系向元素的正常组合

关系变化
,

但因 血铅仍高
,

不宜做为痊愈指标
。

微地

元素的变化与尿铅的含址 也无相关关系
,

同时各种元

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变化更是多样化的
,

看来这是
·

个发杂的机制
,

有待进
一

少研究
。

接触铅工人脑电图改变的分析

洛阳轴承厂职工医院 ( 4 71 03 9) 陈茂勋 孟德兰 郊又五

为研究铅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

探索铅接触者的脑

电图 ( E E G )变化规律及特点
,

我院对 1 83 名接触铅工 人

进行常规脑 电图检查和系统的临床检查及尿铅检验
。

并利用生物控制论的原理
,
以微电脑 心脑电诊 断仪对

铅作业 者的脑电图进行多维信息分析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受检对象 以某蓄电池厂 1 83 名生产工人作为调

查对象
,
其中男 5峨例

,
女 1 29 例

,

平均年龄34
.

5 士 1 9
.

1

岁
。

平均接触铅工龄 9
.

3 士 6
.

8年
。

同时选择56 名非接

触有毒有害的医务人员为对照纪
,

其 性 别 构 成
、

年

龄
、

工龄与接触组相近 ( P > 0
.

肠 )
。

1
.

2 生产环境空气中铅浓度测定 据历 年检测 资;料

表明
,
该厂生产车间监测点空气中铅尘 (烟 ) 浓度均

在国家最高容许浓度之 上,
有些点甚至超出数十倍

。

1
.

3 两组全部经过病史询问
、

全面的临床检查 和尿铅

化验
。

1
.

4 方法 仪器采 IJJ 日本光 电 I A 一 7 1型八导 E EG 仪

和国产 N Y 一
02 型微电脑 心脑 电诊 illt 仪

。

时 间 常数

D
.

3秒
,

标准 电压 l om m = 5 0“ V
,

滤波为 3 o IL乙,
纸速

3cln /
s 。

按国际 10 一 20 系统放 置银管电极
。

受俭 若取

仰卧位
,

自然闭 口做常规单极和双极导联记录
,

并以

闪光灯做诱发
。

在记录常规脑电的同时
,
从脑电图仪

弓!出 F : 、

F : 信号
,

输入微电脑心脑电诊断仪
,

并用

超低频长余辉示波仪跟踪观察
,

然后绘图进行多维信

息分析
。

1
.

5 诊断标准 以黄远桂等编的《临床脑电图学 》 (陕

西科学技术 11;版社
, 1 9 84 ; 15 7一 1 61 ) 和封根泉

_

1二编

的 《心脑电图电子计算机分析的原理和应用》 (科学

出版社一 1 9 8 6 , 2 0 3~ 2 6二) 的标准为根据
,
按常规日

测和电子计算机对脑电图进行多维信 忿的结果做山综

合诊断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两组 E EG 结果 Jll多维信息和目测两 种方法 分

析
,
可见接触组

.

1
,
异常E EG与对照组比较 有 显 著 差

异 , 正常范围 E E G与对照组 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
。

表明

多维信息分析 E E G 结果同 目测分析 E E G结果 是荃本

一致的
,
且有较高的阳性率 (见表 1 )

。

2
.

2 E E G特征分析 a 电压 小于 25 “ V低 f 波及双侧

不对称
, e散在活动及氏节律阵发出现均明显增多

,
与

对照组比较均有显 著差异 (见表 2 )
。

表 1 多维信息分析与目测 E E G 结果比较

接触组 ( 1 8 3人 ) 对照组 (5 6人 )

例数 例数

ōóO曰抢七00
.

…
.了。。,Ulùō了z勺Ul勺J七目叨1竹几Q勺̀,甘,`1孟,ó八J峥̀的」

目测诊断

正常 E E G

正常范围 E E G

轻度异常 E E G

正常 E EG

正常 范围 E E G

轻度异常 E E G

2 3
。

5

6 1
。

2

1 5
。

3

3 1
。

1

5 6
。

8

] 2

4
.

2 8 7 9

0
.

0 于2 9

5
。

37 50

1
.

8 9 6 4

1
。

C 3 了1

5
_

16 5 9

< 0
.

0 5

> O
。

公3

< Q
.

0 5

> 0
.

0 5

)
·

O
。

0 5

< 0 0 5

伪J曰几00丹̀J任勺ó通11叮̀匕曰ōUǹ

qJ孟ō .1析息信维多分

注
:

本文 正常范围 E E G包括界限性 E E G和正 常与界限之 问的 E E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