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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铅工人血清锌含量及含锌酶活性变化的研究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1 1。。 2 ) 4崔玉清 彭姗茁

沈 阳医学院 李一冰

锌是生物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
,

参与体内各种基

本的生命过程
。

锌在人体内的作用是通过多种含锌酶

来实现的
。

目前 已知含锌酶有 3 00 多种
,

这些酶 的 活

性中心均属于配位化合物
,

Z n ( I ) 为中心原子
,

其

功能不同主要是由于它们的配位不同造成的
。

许多实

验证明
,

锌为铅的拮抗剂
,

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铅对

机体造成的影响
。 一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即
c r o X i de 莎

s

mu
t a s e简称 S O D )和

、

碱性磷酸酶 ( A lk a l i n e Ph c s -

hP at a s e 简称A K P ) 均为含锌酶
。

有报道表明
,

铅对

于含锌酶有抑制作用
。

目前
,

国内对于接铅人员血清

锌含量及含锌酶活性变化的研究报道较少
,

本文对 88

名接铅工人进行血清锌的测定
,

并对两神 含锌酶S O D

及 A K P的变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

人
,

男性24 名
,

女性24 名 , 年龄 20 一 50 岁 (平均年龄

30 士 6 岁 )
,

工龄 1一 25 年
,

平均 12 年
。

两组工人开

功能检查均为正常
。

1
.

2 方法 采静脉血
,

分离血清后
,

分别测 定 锌
、

A K P和 S O D
。

1
.

2
.

1 血清锌测定 采用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

取血清 1 00 夙
,

用 6 %正丁醇 ( 1 % 硝酸配制 ) 10 倍稀释

后
,
由日立 1 8 0一 8 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1
.

2
.

2 血清A K P 活性测定 用北京化工厂临床试托

分厂生产的A K P试剂盒 (对硝基苯磷酸二钠法 )
,

由

72 1一 2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1
.

2
.

3 血清S O D含量测定 采用内蒙古实验动物血

清服务部生产的 S O D 试剂盒 (双抗体夹心法 )
,

由

3 0 2 2型酶联免疫检测仪测定
。

材料与方法

1
.

1 对象 接触组
:

某蓄电池厂接铅工人
,

男性23 名
,

女性 6 5名 ; 年龄 2 2一 5 2岁 (平 均 3 5 士 8 岁 ) , 工 龄

2 一 21 年
,

平均 9 年
。

对照组
:
无铅接触史的健康工

实验结果

接铅工人血清锌含量
、

A K P活性和 S O D含量测

定结果见下表
。

接铅工人血清锌含量
、

A K P活性和 S O D 含量测定

血清锌 (井g /d l )

血清 A K P ( U / L )

血请 S O D (拼g / L )

8 8
.

0

2 7
.

6

22 2

1 3
.

0

8
.

5

1 8

8 8

5 Q

3 4

6 3
.

7

2 1
.

7

1 87

1 1
.

7 < 0
.

0 01

< 0
.

0 0 1

<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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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见
,

接铅工人的血清锌含量
、

A K P 活性

和 S O D 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含量
,

( P < 0
.

0 01 )
,

但

接触组的酶活性除个别工人外
,

绝大多数仍在正常范

围 (正常人 A K P 活性范围为 1 8
.

4一 3 6
.

7U / L ; S O D

活性范围为 16 0一 2 50 “ g / L )
。

2
.

2 接铅工人血清锌与血清A K P 活性和 S O D含量变

化的关系

经统计学处理
,

接铅工人血 清 锌 含 量 与 血 清

A K P活性相关系数 r 为 0
.

5 9 ( P < 0
.

0 0 1
,

n 二 3 2 )
,

血清锌含量与血清 S O D含量相关系数犷为 。
.

75 ( P <

0
.

0 0 1
,

n = 34 ) ,

二者均为显著正相关
.

3 讨论

金属铅
、

锌为一对拮抗元素
,

当人体内铅负荷超

过一定量时
,

体内锌含量分布将发生变化
,
从而导致含

锌酶活性下降
。

国内有人用无载体放射性
吞 , Z n 示踪技

术
,

观察整体或离体条件下锌与铅的相互作用
,

结果

表明铅能使器官锌发生重新分布
,

阻止锌渗透入人的

红细胞膜
。

本文所探讨的是职业接铅工人血清锌含量与有关



含锌酶活性变化
,

结果表明
,

职业接铅工人血清锌含

量与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
,

这可 能是因为铅
、

锌互 为

拮抗元 素
,

体内铅负荷增高时
,

影响锌元素的摄取及

分布
。

锌参与 A K P及 S O D 的分子组成
,

并影响其催化

活性
,

如酶分子中锌原子被铅所取代
,

该酶结构将发生

改变
,

最终导致酶含量的降低和醉活性的丧失
。

本文

测定的结果显示
,

接铅工人血清 A K P 活性和 S O D

含量均低于对照组
,

这可能是因为接铅工人血清锌含

量下降
,

参与酶分子组成的有效锌原子减少的缘故
。

但在本实验中
,

接铅工人的A K P 活性及 S O D 含量仍

在正常变化范围内
,

可能因为接铅工人的血铅含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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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很高
,

能与锌竞争
,

代替锌组成酶分子的铅原子不

多所致
。

从本实验结果还可以看出
,

血清锌与血清 S O D i厅

性显著相关
,

S O D 是机体主要的防御性酶和 氧自由

基清除剂
,

接铅工人由于体内锌含量降低而导致 S O D

含量下降
,

从而使得正常的生命活动受到影响
,

所 以

给接铅工人补充锌十分重要
。

血清 A K P 活性与血清

锌显著相关
,

有人曾建议用 A尺 P 活性 (排除其 臼影

响此酶 活性因 素 ) 反映体内锌水平
。

由于 闰 < P 酶仕

测手段简便易行
,

故在不能做锌含量 %jJ 定的 边 远 地

区
,

用 A K P 活性可指示体 内锌含量
。

农用拖拉机驾驶员脑血流圈研究

湖南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 ( 4 1 0 0 7 8 )

何兴轩 熊敏如 吴未生 曾 明 岁莎菲 陈安朝 吴末生

有关全身振动对脑血流 ( C B F )状态影响的研究甚 拖拉机振动强度用15 0 2 6 3 1 全身振动容许界 限位

少
。

本文对接触全身振动的农用拖拉机驾驶 员 C B F 评价
。

盘拖坐椅 (z 轴 )振动强度在 l六倍骊程中心须率

状态进行了调查研究
,

现报告如下
。

4一 3 1
.

S H z 频段内超过 8 小时
、

接近或超 过 4 小时

疲劳
一

减效容许值 ; 手拖未超过该标准
。

盘拖坐椅振功

1 对象与方法 强度大于手拖
。

盘拖和手拖的噪声强度 分 别 为 S J一

1
.

1 对象 s 6d B ( A )和 8 2一 s 凌d B ( A )
。

某市郊驾驶农用拖拉机 1 年以上的男性 驾 驶 员 2
.

2 R E G 的波型分布

4 08 人
,

平均年龄为 30
.

1 士 6
。 。岁 ( 18 一钧岁 )

。

其中 拖拉机驾驶员各组的 R E G 均以平顶波和转折波

驾驶方向盘式小型拖拉机 (盘拖 ) 156 人
,

手扶 拖 拉 为主
,

三峰递减波和三峰 I 型波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对

机 (手拖 ) 1 59 人
,

大型拖拉机 (大拖 ) 93 人
。

对 照 照组 (P < 。 .

0 01 )
,

其他异常波 (三峰 I 型波
、

低平波

组选用当地无接振史或接振忽略不计的健康男 性 106 和正弦波 ) 的检出率亦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5 ) ;

人
,

平均年龄32
.

3 士 7
.

7岁 ( 1吕~ 49 岁 )
。

陡直波的比例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别
、

( P > ;
.

0 5) (见表

1
。

2 方法 1 )
。

脑血流图 (邢 G )检查前
,

令受检者休息 15 分钟 , 表 1 R E G的波型分布 ( % )

闭目静坐
,

头部放松靠在枕头上
,

用酒精棉球擦洗眉

弓上方倾部中央及两侧乳突部皮肤
,

待干
,

在相应部

位用生理盐水擦湿
,

额乳导联
,

镀银电极 (2
.

3
.

s c

m)
分别紧置于倾部和两侧乳突部

,

用上海医用电子仪器

厂生产的R E一 ZB 血流图仪按常规进行测定
,

左右导

联均重复侧定 3 次
。

各 R E G指标均采用左侧 3 次R E G

的均值 (除两侧波辐差外 ) 用美国的 S Y S T A T 软件

包进行统计分析
。

工种 例数 陡直 波
三峰 波和
三 峰递 减波

平顶波 转 折波
其他
异常波

2 结果

2
.

1 一般情况

盘拖 1 56 10
.

3 2 3
.

0 . * 3 2
.

1 2 5
.

e 9
.

0 .

手 拖 1 5 0 5
.

2 2 5
.

7
. * 3 5

.

2 2 8
.

9 1 1
.

, .

大拖 9 3 10
.

8 2 5
.

0* . 15
.

1 3 5
.

5 10
.

7
*

对照 1 0 6 12
.

3 3
.

8 3 8
.

7 4 1
.

5 3
.

7

* * 与对用组 比较 P < 。
.

。。 1 , . 与对照组比较 P < 。
.

0.5

2
.

3 年龄对 R E G 的影响

同年龄组比较时
,

仅发现 < 30 岁机手组的转折高

比显著低于对照组
,

其余各年龄组中两组间各衡标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