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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T N T中毒病人的抗氧化水平
,

本文测定了 1
.

1
.

5
.

1 已诊断为肝硬化者 ;

其血清铜蓝蛋白 ( c )P 水平
、

全血谷胧甘肤过氧 化 物 1
.

1
.

5
.

2 目前按现行 G B咒 31 一 82 标准诊断为轻度中

醉 ( G S H 一 P x )
、

红 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 活 毒或中毒性肝病者多

力
,

现报告如下
。

1
。

1
.

5
.

3 经过 10 年以上动 态 观 察
,

肝大 1
.

oc m
,

质

1 材料与方法 度 I
“ ,

曾出现脾大
,

肝功异常者
,

年龄 26 一 63 岁
,

1
.

1 对象选择 计27 名
。

1
.

1
.

1 健康对照组 为不接触 T N T 及其他毒物的健 1
.

2 检测方法

康成人
,

年龄 25 ~ 弱岁
,

计22 名
。

1
.

2
.

1 血清C p
,

用对苯二胺比色常量法
。

1
.

1
.

2 T N T接触组 接触 T N T S年以上
,

体 检
、

化验 1
.

2
.

2 全血 G H S 一 P x
,

用D T N B显色法
。

均正常
,

年龄 25 ~ 54 岁
,

计32 名
。

1
.

2
.

3 红细胞 S O D
,

邻苯三酚微量快速测定法
,

用中

1
.

1
.

3 T N T 白内障组 按G B 3 231 一 82 诊断为 T N T白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抗衰老研究中心生产的试剂盒
。

内障者
,

年龄31 ~ 56 岁
,

计 34 名
。

2 结果

1
.

1
.

4 T N T 肝损组 肝脏有损害
,

但还未达到中毒的 各组与对照组血清 C p
、

全血 G S H 一 P x
、

红 细胞

程度
,

已脱离 T N T 作业
,

年龄 35 ~ 60 岁
,

计27 名
。

S O D 测定结果见
一

下表
。

1
。

1
.

5 中毒组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者
。

表 各组与对照组血清C p
、

全血 G S H 一 P x
、

红细胞S O D 测定结果

组 别 例数
C P ( u / d l )

X 士 S D

G S H
一
P x ( U )

X 士 S D

S O D ( u / g H b )

X 士 S D

对照组

接触组

白内降组

肝损组

中毒组

2 4 6
.

8 9 士 5 3
.

8 0

2 1 1
.

Qg 士 6 1
.

2二△

3 4 2
.

8 7土 37
.

34 *

19 2
.

0 4士 6 3
.

2 5

…
3 0 4

.

42 土 7 7
.

1吞*

10 6
.

19 士 3 0
.

8 7

8 7
.

6 3士 3 3
.

3 C幽

94
.

59 土 3 0
.

3 2

9 3
.

2 2士 2 8
.

2 8

1 0 2 4 0 士 3 6
.

36

15 0 9
.

0 3士 6 17
.

3 5

18 4 8
.

8 8士 9 03
.

2忿心

1 9 2 7
.

9 9土 6 6 5
.

7 7* * *

1 4 9 3
.

CO士 7 8 4
.

1 1

1 5 Q 5
.

3 3 士 丁8 4
.

1 1

能322734幼

* ,
j 对照 组 比较 P < 0

.

01
,

二与中毒 组比较 P < 0
.

0 1 , . * . 与各组相 比 P < 。
.

05
, △ 与对照 组 比 较 P < 。

.

05

从 L表可 以看出
,

接触组血清C p
、

全血 G S H , P 若 因此有报道认为 C p 可作为 T N T健康监护筛选指标
。

均低于健康对 照组
,

红细胞 S O D 则高于对照组
。

而 G S H 一 P x 结果见接触组低于对照组
,

与有关报道

其他各组
,

血清 C p 与对照组相比各组差异非常显著 及动物实验结果一致
,

但也有相反报道
。

关于 G S H -

P < 。
.

01
,

肝损组与中毒组相 比
,

差异也非常 显著 P x 在 T N T工人体内下降的原因已有详述
,

但各组 间

P < 0
.

01
。

红细胞 SO D仅见白内障组与 各组差 异 明 相比差异并不明显
。

推测接触浓度和接触时间可影响

显 P < 0
.

05
。

机体内还原活化过程
,

致使全血中 G S H
一 P X 水平不

3 讨论 同
,

所以用 G SH
一 P x 当作诊断指标还需深入研究

。

近 年来不断有报道认为 T N T参与氧化过程
。

本文 S O D 的测定结果
,

接触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这

见T N T接触者或病人铜蓝蛋白明显低于对照组 ( P < 是因为T N T在体内通过硝基还原辞环化还原使0 2生

。 .

05
,

P < 0
.

01 )
,

与其他报道所见一致
。

铜蓝蛋白活性 成
,

诱发 SO D升高
,

同时通过 H a
be

r we

W曰 ss 反应

下降可能为 T N T直接抑制或体内脂质过氧化过程的消 进而生成O H
一

诱发体内脂质过氧化发生导致抗氧化酶

耗有关
。

铜蓝蛋 白
·

般在急性肝炎等肝脏损害时降低
,

G S H 一 P x 活性下降和抗氧化物质— 钢蓝蛋白 的消

而胆汁性肝硬化
、

肝癌等常有升高
,

慢性肝病时多在正 耗
。

但本文见 S O D 变异水平仍在 正 常 范 困 以 内

常范围
。

但也有文献报道肝炎
、

肝硬化者铜蓝蛋白低
。

( 1 2 5 。一 2 0 5 011 9 /gH b)
,

故其临庆应用还有待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