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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作业工人肾功能的调查研究
山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2 5的0 1) 徐成伟 林瑞存 戴秀莲

潍坊市人民医院职业病科 任永清 姜锋杰 马色兰

山东省立医院 张秀玲

提 共 对 193 名二硫化碳 (C S 妇作业 工人和50 名不接触 C S ,及其他毒物者 (对照组 ) 进行调查
。

结果发现 C S : 作业工人尿尸: 一M G
、

lA b含址及尿 A K P
、

L D H
、
下一 G T活性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
_

且 随 接 蚀

C S : 浓度增高
、

工龄延长而升高明显
,

呈剂量 ·反应关系
。

若以超过对照组 95 %上限值为阳性标准
,

则尿

刀
, 一

M G
、

AK P
、

L D H阳性率增高有显著意义
。

表明长期接触C S : 可引起作业工人肾小管和肾小球的混

合性损伤
。

提示尿刀f M G
、

A K P
、

L D H可作为慢性C S t 肾损伤的早期监测指标
。

关健词 二硫化碳 刀f 微球蛋自 尿酶 肾损伤

二硫化碳 ( C a r b o n d i阳 l f id e ,

C S
:

)足重要

的有机溶剂
。

自至8 5 6年 D e1 P e c h 首次报告 C SI

中毒病例以来
,

各国学者对 C S
:

毒性进行 了

大量临床和实 验 研究
` ” ’ 〕。

但有关 C S
J

肾脏毒

性的研究尚不多
。

为此
,

我们对 C S
:

作业工人

的肾脏功能进行调查
,

并初步筛选 出C S
Z

早期肾

毒性的敏感监测指标
。

, 对象和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选取某化纤厂 C S
:

作业工人

1 9 3名为接触组
,

其中长丝车间 12 1人
,

男 97 人
,

女 2 4人
,

年龄 1 7~ 4 6岁
,

工龄 0
.

5~ 8 年
;
短丝

车间 7 2人
,

男 5 8人
,
女 1 4人

,

年龄 1 8 ~ 5 1岁
,

工龄 1 ~ 20 年
。

另选厂外不接触 C S
J

及其他毒

物者50 人作为对照组
,

年龄2 0~ 50 岁
。

1
.

2 调查内容和方法

1
.

2
.

1 作业现 场劳动卫生学调查及车间 空 气

中 C S
:

浓度的测定 了解各车间生 产 工 艺 流

程
、

生产过程中的有害因素以及工 人 防 护 情

况
。

呼吸带高度采样
,

用气相色谱法测定车间

空气中 C S
:

浓度
。

1
.

2
.

2 临床检查 除常规体检项 目外
,

还 重

点检查 了神经及心血管系统
,

并作 了血常规
、

尿常规
、

肝功能及心电图检查
。

1
.

2
.

3 肾功能检测指标 尿肌酥 ( C )r 测定
,

用苦味酸比色法
;
尿糖测定用邻甲苯胺法 ; 尿

蛋 白定量用考马斯亮蓝 G
一

25 。 法
〔 , ’ ,

尿刀
2一
微

球蛋 白 (尽
一

M G )
、

尿白蛋白 (川 b)
、

尿 gI G含

量测定用放免法
,

试剂盒由中国原 子能研究院

提供
,

按说明操作 , 分别用比色法 测 定 尿 液

N
一
乙酞

一

刀一 D
一

氮基葡萄糖昔酶 (N A G )
“ 1、 ,

-

谷氨酞基转移酶 (下
一
G T )

、

碱性磷酸酶 ( A K P )

和乳酸脱氢酶 ( L D工I ) ” 。

1
.

2
.

4 尿液收集与处理 尿 刀
: 一

M G
、

A lb 及

gI G 测定用晨起排空余尿
,

饮水 5 00 m l 后的 1

小时尿液
,

调p H至 6
.

0~ 6
.

5
。

另取晨尿 1 次
,

离

心 3 0 0 0 r /m in l om i n
,

取上清液 Zm l 放入透析

袭
,

置于2 0 0 , 11 1生理盐水中
, 4

O

C透析 5 小时
,

中途更换一次生理盐水
,

透析后的尿样测定尿

酶各指标
。

所有尿液测定值均换算为每克肌醉

( g
·

C r) 相应的结果表示
。

2 结果

2
.

1 生产现场调查及呼吸带高度 C S
:

浓度测定

结果

长丝生产工艺流程
:
浆粕” 混粕 ~ 浸泡 ,

加 C S
,

老化一 ,
黄化一

·

一
溶解~ 过滤 , 纺丝 , 压洗或

淋洗` 烘 卜, 调湿、 成筒或成胶~ 分级包装
一

,

成品

短丝生产工艺流程
:

喂粕” 联合机 (杖压

加 C S ,

粉 ) ~ 老成 , 投料 , 黄化一
一

溶解
一
, 过滤 )

纺丝、 集束~ 切断 、 精炼 ~ 烘千 ~ 打包
一

, 成 品

老化以前各工序不接触 C S
: ,

黄化以后各工

序车间空气中弥散多少不一的 C sl
。

生产过程为

密闭式
,

但黄化过程中投料及纺丝后落丝
、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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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或进一步的处理如清洗
、

烘干等过程中工人

必须开
“

窗
”

或开盖
,

此时 C S
:

逸入空气中
。

各车间有通风设备
,

效果尚可
。

工人未能坚持

使用口罩
、

手套等防护用品
。

呼吸带高度采样

测定 C S
:

浓度
,

长丝车间为 3
.

9~ 15
.

8m g加
, ,

平

均 1 0
.

s m g / nI
, :
短丝车间为 4

.

6~ 5 5
.

5m g /m
, ,

平均 1 8
.

3m以m
, ,

均略高于我国现行的车间C S,

最高允许浓度标准 ( 10 m g /m
,

)
。

2
.

2 临床检查结果

接触组中 88 人 ( 4 5
.

8 % )表现为神经衰弱症

状
,

如头痛
、

头晕
、

失眠
、

记忆力减退
、

乏力

等及周圈神经症状
,

如肢体麻木
,

与 对 照 组

( 4人
, 8 % )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接触组 尚有血压 ( 12 人 )
、

眼底 ( 3人 )
、

心

电图 (1 3人 ) 异常者
,

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
。

此外
,

血常规
、

肝功能化验均正常
。

2
.

3 肾功能各指标测定结果

2
.

3
.

1 尿常规
、

镜检
、

尿糖测定值均在 正 常

范围内
。

2
.

3
.

2 尿蛋白测定结果 见表 1
。

由表 1 可见
,

与对照组比较
,

长
、

短丝两

组尿几
一
M G 及短丝组尿 A lb 均显著升高 ( P <

衰 1 尿月1 一

M G
、

lA b
、

取G
、

总蛋 白含量测定结果 ( X 士 S D )

组别 人敌 尿口: 一

M G

(料g / g
·

C r )

尿灿 b

(m g / g
·

C r )

6
.

1 1士 3
.

8二

5
.

2 3 士 4
.

2

4
.

7 6 士 2
.

1

尿 gI G

(m g / g
·

C r )

尿总蛋自

( m g /g
·

C r )

短丝

长丝

15 7
.

4 士 1 02
.

5二

14 3
.

9士 9 8
.

6二

8 1
.

5 士 4 1
.

6

3
.

05 士 2
.

5

2
.

4 4 士 2
.

6

2
.

1 3士 1
.

4

3 5
.

6 4 土 3 0
.

2

3 4
.

2 5 士 2 2
.

4

3 1
.

2勺士 19
_

7

,曰1人
ùn.叮.0亡自」

旧么

对照组

. P < 0
.

0 5 二 P < 0
.

0 1

0
.

05 或 P < 0
.

0 1 )
,

两组尿 gI G和尿总蛋白定量

无明显变化
。

2
.

3
.

3 尿酶含量测定结果 见表 2
。

由表 2 可见
,

与对照组比 较
,

接 触 组 尿

A K P
、

L D H及短丝组尿卜G T 活性升高有显著

或非常显著性 ( P < 0
.

05 或 P < 0
.

0 1 )
,

似有一

衰 2 各组尿酶含量测定结果 (X 士 SD ) 单位
:

U /g
·

C r

组别 人 数 下
一

G T A K P L D H N A G

短丝

长丝

对照

4 6
.

9 士 3 2
.

5 .

4 2
.

2 士 19
.

3

3 8
.

4士 1 3
.

心

18
.

5 士 1 1
.

6二

1 6
.

3士 9
.

4 .

9
.

6 士 3
.

7

3 1
.

2 士 18
.

4 .

2 8
.

3 士 16
.

2 .

2 0
.

1士 1 1
.

2

1 1
.

7 士 3
.

3

9
.

3士 2
.

8

8
.

8 士 1
.

6

,曰,立óU开̀峪口ōó

,上

. P < 0
.

05 . * P < 0
.

0 1

定剂量
一反应关系

,

尿 N A G变化无显著性
。

2
.

3
.

4 肾功能各指标与工龄间的关 系 见 表

3
。

由表 3 可见
,

与对照组比较
,

尿 刀
:一

M G

在两组备工龄段均显著或极显 著 地 升 高
;
尿

A K P
、

L D H 在短丝组各工龄段和长丝组高工

龄段显著升高
,
尿卜 G T

、

lA b 则在两组的高工

龄段明显升高
。

各指标均随接触时间的延长而

增高明显
,

呈现一定的时间
、

剂量 一反应关系
。

2
.

3
.

5 肾功能各指标与年龄间的关 系 接 触

组工人按年龄分 < 2 0
、

20 ~
、

30 ~
、

40 ~ 四组
,

与对照组比较及各组间比较
,

均未发现尿酶
、

尿蛋白等肾功能指标有显著差异
。

说明本文中

年龄对肾功能无影响
。

2
.

3
.

6 肾功能各指标阳性率的 比 较 若 以超

过对照组 95 %上限值为 阳性标准
,

则各组肾功

能各指标阳性率见表 4
。

由表 4 可见
,

与对照组比较
,

两接触组尿

夕。 M G
、

A K P
、

L D H阳性率增高有显著性 ( P <

O
,

05 )
,

而其它指标的阳性率均无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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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各指标测足值与工龄间的关系 (X 士 S D )

组别 ,;l 龄段 人敌

(匀二)

尿刀: 一

M G

(尸g /g
·

C r )

尿 A l b

(m g / g
·

C r )

尿 7
一

G T

( U / g
·

C r )

尿 A K P

( U / g
·

C r )

尿 r
_

D H

( U /g
·

C r )

短丝 < 5 4 3

) 5 忿 9

长丝 < 5 1 0 9

) 5 〕 2

对照 一 匕O

1忍4
.

3士 8 2
.

6 .

1 7 1
.

4 士 6 3
.

3二

1 14
.

8土 5 3
.

8 .

16 3
.

5上遨2
.

.2 .

8 1
.

5 士 4 1
.

6

5
.

3 2士 2
.

9

7
.

0 8土 3
.

1水 *

4
.

4 3士 3
.

2

5
.

4 0土 2
.

4 .

4
.

7 6 士 2
.

1

4 2
.

4 5士 2 1
.

3

4 8
.

7 6士 1 9
.

4 .

4 0
.

3 2土 15
.

2

吸5
.

0 1士 1 1
。

8.

盛1
.

3 8士 13
.

4

16
.

4士 8
.

8 .

1 9
.

8土 6
.

2 .

12
.

5士 7
.

1

17
.

4 士 5
.

.5

9
.

6 4士 3
.

7

2 9
.

4士 1 2
.

4 .

3 3
.

5土 1 1
.

名二
2 6

.

3士 1 1
.

2

3 0
.

4 士 9
.

8.

2 0
.

2士 1 1
.

2

* P < 0
.

05 二 P < 0
.

0 1

衰 4 肾功能各指标阳性率的比较

指 标 长丝 对照

尿刀:
一

入I G ( > 2 c 4
.

丁 一̀g / g
·

e
r
) 2 :

,
」

: : . 3 1 / 1 2 1 . 2 / 5 0

尿 A l b ( > 8
.

9 6 n l
g

` g
·

C r ) c /了2 5 / 12 1 1/ 5 0

尿 Ig G ( ) 4
.

9 3 m 二; / g
·

C
r ) 通/ 7 2 1/ 22 2 0/ 5 0

尿总蛋 自 ( > 7 0
.

63 m g / g
·

e r ) 1六2 2 / z Z i c脂o

尿 A K p ( ) 了了
.

o U , ,
喜丁

·

Cr ) 3 8 / 7 2 `忍/ z Z r 3 / 5 0

尿 ,
一

G T ( ) 6 8
.

i s U / g
·

C r ) 2 1 /7 2 16 / 12 1 5 / 5 0

尿 L D H ( ) 通2
.

s 4 U / g
·

C r ) 嫂 o / 7 2 . 5。 / 12 2 4 /5 0

尿 N A G ( > 1 2
.

2 3 U / g
·

C r ) 2 / 7 2 0 / 12 1 0 / 5 0

.
P < 0

.

0 5

3 讨论

由 于肾脏有强大的功能储备和多方面的功

能以及个体差异性等
,

临床上常用 的 各 种 肾

功能试验常不能检出早期和轻度的 肾 实质 损

害
。

职 业医学的方向之一是在尚无典型临床表

现之前
,

即亚临床阶段早期检出职业有害因素

的影响
,

以确保作业工人不发生亚 临床 型 损

害
。

故应探求敏感
,

并且特异 的指 标
。

近 年

来
,

尿酶和尿微量蛋 白的测定作为反映早期肾

损害的敏感指标 已引起 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

正常情况下
,

尿酶含 量很低
。

肾组织是尿

酶的主要来源
。

当细胞的正常更新率及通透性

发生改变时
, ’
肾酶就排入尿 中

; 当细胞损伤或

或坏死时
,

尿酶活性就会大量增加
。

尿酶还用

作亚细胞结构的标记
,

如A K P
、

y 一 G T 主要来

自肾小管细胞的刷状缘
,

L D H定位于细胞浆
,

N A G 则为溶酶体的标志酶
;
尿酶改变以胞浆

酶改变为主时表示握害尚轻
,

而 以亚细胞结构

酶为主时则表明病变较广泛
;
尿酶活性增高程

度与” 损伤程度也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选择适

当的尿酶谱有助于判断早期肾损伤的部位和程

度
“ ,。

本调查结果表明
,

长丝
、

短丝车间 工人

尿 AK p
、

L D H 及短丝车间工人尿 , 一 G T与对

照组比较活性显著升高
,

且随接触 C S
:

浓度增

高
、

接触时间延长而增高更明显
,

呈明显的剂

量
一

反应关系
。

提示长期接触C S
:

可损害肾小管

上皮细胞的刷状缘和胞浆
。

一般认为
,

血浆中分子量小于 4 0 0 0。 的低

分子量蛋自 (如刀
2一
M G

,

分子量 1 1 8 0 0 )能自由通

透肾小球滤过膜
,

而滤过的 几
一
M G 儿乎全部

( 99
.

9%以上 ) 被近曲小管重吸收 和 分 解 代

谢
,

因此尿中含量甚微
` , ’ 。

当肾小管重吸收 功

能受到损伤时
,

尿 几
一
M G 含量明显增加

,

肾

小管重吸收率只要减少 1%
,

则尿中 几
一 M G

排泄量可增加 30 倍左右
,

且升高的程度与肾小

管损伤程度密切相关
。

当肾小球滤过功能受到

轻微损伤时
,

尿川 b (分子量 7 0 0 0 0) 含量增高
,

肾小球进一步受损时
,

则尿 中 堪G (分 子 量

1 6 0 0 00) 升高
。

因此
,

同时检测尿中刀厂M G
、

lA b
、

lg G三种分子不 同大小的蛋 白含量
,

可 以

确定肾脏受损的部位和程度
,

尤其对早期和隐

匿性损伤具有实际意义
〔
,l,

’ 。

本调查结果表明
,

长
、

短丝车间工人尿 几
一

M G 含量均显著高予

对照组
,

短丝工人尿 川b亦较对照 组 明 显 升

高
,

且随接触浓度增大
、

工龄延长而 增 高 明

显
,

尿 gI G
、

尿总蛋白未见明显改变
。

提示长期

接触C S
:

对肾小管和肾小球功能有一定影响
,

且以肾小管更明显
。

本调查应用尿酶及尿微量蛋白等敏感于一

般肾功能检查的指标并得到了阳性结果
。

发现

在接触 C民 浓度不太高的情况下 ( 1 0
.

5~ 1 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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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m
,

)
,

作业工人尽管无临床表现及一般肾功

能指标异常
,

肾脏功能已受到一定影响
,

且与工

龄有关
。

若以超过对照组舫%上限值为 阳性标

准
,

接触组尿几
一
M G

、

A K P
、

L D H阳性率增高

有显著性
,

而其他肾功能各指标变化不明显
,

提

示尿 几
一
M G

、

A K P
、

L D H较其他指标敏感
,

可

作为慢性接触 C S
:

工人肾损害的早期检测指标
,

此外
,

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适当降低现

行车间 C S
:

的最高容许浓度标准
,

以确保接触

者不发生亚临床型肾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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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氯气中毒伴 S A S T升高 n 例报告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0 67) 曹殿风

我院最近收治一起急性氯气中毒伴 S A S T升高 l]

例
,

报告如
一

下
。

1” 1年 8 月 18 日夜 12 时
,

某厂三聚氯氛车间停机

检修
,

操作工违章作业
,

导致液氯管道破裂
,

叙气逸

出
。

11 例病人均居事故现场下 风 向 约 50 米
,

事故发

生后即迅速奔至离事故现场 约
_

1
.

5~ 5 千米处
,

后陆

续来我院诊治
。

本组女性 2 例
,

男性 9 例
。

年龄为 19 ~ 54 岁
,

平

均 51
.

9岁
。

2 例既往有慢性支气管炎病史
,

n 例既往

均无心
、

肝等疾患史
。

n 例均表现为胸闷
、

咳嗽
、

咳白色泡沫样痰
,

伴明

渝 8 树
,

胸痛 3 例
,

流
·

涕 5 例
,

流兰泪 4 例
,

恶二心 4

初
,

头晕头痛 5 例
。

检查
:

体温升高 9 例
,

咽部充血

吕例 , 听诊双肺呼吸音粗
,

散在哮 鸣 音 8 例
,

退 罗

音 3 例
。

胸片示双肺纹理增粗紊乱
、

纹周模栩 8 例
,

伴有片
、

絮状阴影 3 例
。

心电图正常
。

11 例病人 于发

病 2 5小时时查 S A S T均在 5 2~ 1 33 U
,

平均丁5
.

8U 们l {常

值男性 < 25 U ,女性 < 21 U )
,

其他肝功指标正常
。

4 2小

时复查 S A S T仍在松一 90 U
,

平均 6 5
.

8 U洲 天后再复查

正常
。

入院后经给予激素
、

雾化 吸入
、

解痉对症治疗及

抗生素预防感染
,

1 ~ 3 天后病情迅速控制
,

住院 5

~ 10 天痊愈出院
。

S A S T升高未做伶殊治疗
。

讨论 本组 S A S T 升高
,

不伴相关脏器受损的临

床表现
,

且随氯气中毒的治愈很快恢 复 正 常
。

引起

S A S T升高的原因
,

考虑为氯气中毒时
,

机休处于不

同程度的缺氧状态
,

导致敏感细胞乡级, 当机休缺载

纠正 后
, S A S T亦恢复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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