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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汞含量与S C E 频率及M N 检出率统计表

例数 尿 汞t (m g / ) L观察细胞数 P 值 观察细胞数 ( 万 ) M N检 出率 ( 沁 ) P 值

< 0
.

0 1

> 0
.

0 0

< 0
.

0 0 8

4 0 2

3 60

S C E / 细胞

6
.

1 3 土 2
。

60

6
.

1 5 士 2
。

4 3

4
.

1 3 土0
.

5 6

< 0
.

0 1

< 0
.

0 1

1
.

2

1
.

8

3
.

0

0
.

3 0

0
.

7 1

0
.

21

< 0
.

0 5

< 0
.

0 5

结果
,

工龄 < 10 年者为 0
.

3 1
,

而工龄> 10 年者为 0
.

“
。

后者与对照组 比较亦具有显著差异
。

3 讨论与小结

汞是损害多脏器的毒物
,

是人体血液中能溶解的

元素
。

汞具有高度的扩散性
,

易溶于类脂质中
,

可通

过血脑屏障
。

本文观察的汞作业工人 S C E频率及 M N

松出率均明显高于未接触汞的健康人
。

它提示汞对人

林细胞可能有致遗传学效应
。

对作业组进行工龄分组

并与对照组 比较
,

发现作业工龄 10 年以上的 S C E频率

和 M N 检出率均明显增高
,

且具有显著性意义 ( P值均

< 。
.

0 1) , 而作业工龄在 10 年以下 者与对照组比较
,

则

无显著差异
。

说明长期在汞浓度超过国家标准的生产

环境下工作
,

作业者遗传物质可受到损害
。

为此
,

作

者们认为
,

对汞作业者进行S C E及 M N 检侧的动态观

察
,

以研究和探讨汞的遗传学毒性效应
,

可能是有意

义的
。

低浓度混合苯对细胞遗传学影响的探讨

白求恩医科大字预防医学院 ( 13 00 2 1 )

苯是常见的工业毒物
,

不但能引起血 液 系 统改

变
,

也能引起细胞遗传学的变化
。

为了防止苯对接触

者的毒作用
,

近年来工业上广泛采用低毒 的 混 合苯

(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代替纯苯作业
。

我们于 19 9 1年

对某皮鞋厂混合苯作业的制鞋底车间进行了劳动卫生

学及细胞遗传学的调查
。

1 材料与方法

,
。

1 调查对象 调查组为皮鞋厂制鞋底车间工 人
,

共29 人
,

其中男 19 人
,

女 10 人
,

年龄为 18 ~ 49 岁
,

工

龄 1一 31 年
。

对照组为不接触有害职业因素 (苯
、

甲

苯及二甲苯等 )
,

年龄
、

工龄与调查组均衡可 比的幼儿

园的保育员
、

幼师
、

炊事员等工作人员 18 人
,

男 10 人
,

女 8 人
,

年龄 1 8一 4 8岁
,

工龄 1一 3 0年
。

1
.

2 车间空气中混合苯浓度 测 定 在车 间选 择 具

有代表性的 5 个采样点
,

空气样品 采 集 方 法 为 集

气法
。

硝化比色法测定空气中苯
、

甲苯 和二 甲 苯 浓

度
。

1
.

3 细胞遗传学检查方法 按杨氏微 t 全血染 色 体

标本制备方法 〔杨宝震
,

等
.

简易微 t 全血培养法检

查人染色体
.

中华医学检验杂志 1 9 84 , 7 ( 3 ) : 16 9
。

〕及

国际制定的染色体畸变分析标准进行 分 析
。

结 果 按

P加 s 3 o n分布
,

进行统计学处理
。

淋巴细胞徽核按 王

天字报道的方法 〔王天宇
,

等
.

淋巴细胞微核观察方法

的改进与探讨
.

南京医学院学报 1 9 8 1 , (2 ) :

14
.

〕分析
。

带秀珍
「

采学军 张落霍 李 玲

在分析时
,

注意选择完整的淋巴细胞
,

即 胞 体 呈 圆

型
,

胞浆明显
,

无外滋现象
。

2 结果

2
。

1 制鞋底车间和幼儿园空气中苯
、

甲苯
、

二甲苯浓

度测定结果 见表 1
。

裹 1 苯
、

甲苯和二甲苯的空气浓度 ( m g /m
3 )

洲定地点 选点数 苯 甲苯 二 甲苯

创鞋底车间 5

幼儿园 5

3
.

89 7 5 7 7
.

2 8

( 0 ~ 6
.

4 8 ) ( 2
.

9 ~ 10 5
.

1 )

0 0

5
.

5 5 7 5

( 4
.

4 1 ~ 8
.

6 Q )

O

我国规定车间空气中笨
、

甲苯
、

二甲苯的最高容

许浓度 (M A C )分别为透0 11堪 /m 3 、

10 0 11唱 /m , 、

l o om g /

m
, 。

制鞋底车间的三种毒物的浓度均在M A C以下
。

2
。

2 细胞遗传学分析结果

2
.

2
.

1 淋巴细胞染色体嘴变分析结果 见表 2
、

3
。

从表 2可见
,

调查组染色体总畸变率
、

单体畸变

率及细胞断裂率均高于对照组
,

并差异非常显著 ( P 长

O
。
0 1)

,

而体型畸变率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 P > 0
.

0 5 )
。

从表 3 可见
,

调查组与对照组染色体崎变类型构

成的主要不 同是调查组 的断裂 畸变明显增加
。

单体断

裂和染色体断裂分别为对照组的 1
.

84 和 4
.

9倍
。

2
.

2
.

2 淋巴细胞微核和双核淋巴细胞检出率 见 表生
。

表 4 表明
,

调查组的微核率和双核淋 巴率高于对

照组
,

且差异非常显著 (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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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畸变率 ( % )
、

细胞断裂 书
*

组别 例数 细胞数
总畸变率

(个 )

细胞断裂
扮

抓
(个 )

单体畸变率
(个 )

体型崎变率
(个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
.

一
~ 一

-
~

-
~

.

一 -

-
~

一一
一一 -

~

一
-

.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户

一

一
~

-

调 六 组 2 9 2 19 5

对照组 18 12 65

.

4 6二

( 9 8 )

2
.

3 8

( 3 0 )

0
.

C乞6二

( 12 8 )

O二 e 9 9

` 3 巳)

3
.

8 3 * .

( 8 4 )

1
.

9 8

( 2 代 )

0
.

C 4

( 1 4 )

0
.

3 9

( 5 )

* 细胞断裂率为每个细胞平均断裂数

表 3

二与对照组比 P < 0
.

0 1

染色体畸变类型构成比 ( % )

组别 例致 细胞数 总 崎变 裂晾 单体断裂
染色体
断裂

双 着丝

粉体
断片

单体
互 换

易位

98 5 6 12 1 6 8 5 0 1

调查组 2 9 2 1 9 5
( 12

.

2 4 ) ( 1 6
.

3 3) ( 5
.

1 0 ) (0
.

0 0 ) ( 1
,

0 3)

对 照组 18 1 2 6 2

( 10 0 )

3 0

( 1 0 0)

( 5 7
.

1 4 )

2 0

( 6 6
.

6 7 ) ( 6
.

6 7 ) ( 3
.

3 3 )

( 8
.

1 6 )

4

( 1 3
.

3 3 ) (3
.

3 3 ) ( 6 6 7 ) ( 0
.

C O)

表 4 淋巴细胞微核率和双核淋巴细胞率 (编 )

组别 例数 细胞数 微核率 双核淋 巴细胞率

调查组
。 。 。 , , 。

2 3 5 2

· ,
~ 一 2 9 8 7 5 2 ( 2

.

6 9 ) 二 ( 5
.

8 3 ) 二

解 。 , 14 3 2
对照组 , : 7 2 0 1 、 1

);
2 , 、 4

{;
。 )

. * P < 0
.

0 1

3 讨论

近年来
,

发现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具 有 细 胞 遗

传学效应
,

即诱发人类和哺乳动物染色体畸变
。

目前

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报道关于苯中毒患者或职业接触

者的细胞遗传学方面的改变
。

而对于低浓度混合苯对

作业工人的细胞遗传学影响的报道不多见
。

此次现场

测定的空气中混合苯的浓度均低于国家卫生 标准
。

其

化学物质的组成中有毒性较强的纯苯
,

又有低毒的二

甲苯和含量较高的甲苯
。

制鞋底车间空气中苯
、

甲苯

及二甲苯虽然未超出国家卫生标准
,

但工人的细胞遗

传学指标— 染色单体畸变率
、

淋巴细胞微核率
、

细

胞断裂率均高于对照组
。

说明低浓度混合苯作业也能

使工人染色体畸变增加
。

一般认为化学毒性物质的细胞遗传学损伤
,

主要

表现为染色单休畸变率增加
,

畸变类型 则 以 单 体 断

裂
、

裂隙
,

染色体断裂
,

单体互换等为主
。

国内有人

对混合苯作业工人染色体畸变观察结果表明
,

作业工

人染色体畸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主要类型为单体断

裂
,

与本文结果一致
。

表明低浓度混合苯对细胞遗传

学的损伤符合一般化学毒物作用规律
,

主要作用于细

胞 S期和 G Z期
,

诱发染色体单体畸变增加
。

根据本次研究
,

我们认为制定低浓度棍合苯作业

卫生标准时
,

应考虑细胞遗传学效应 问题
。

因为它不

仅比较敏感
,

还能反映远期效应
。

细胞遗传学指标应

作为监测指标的
一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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