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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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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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明显差别 ( P > 0
.

0 )5
。

不同年龄组比较时
,

机手 低年龄组 , 两侧波辐差未见明显变化
。

对照组随年龄

组 < 30 岁者的转折高比显著小于 > 30 岁者 ; > 30 岁者 增大有流入时间延长
、

转折高比减少
、

波幅降低
、

重搏

的流入时间明显较低年龄组长
,

且其波幅亦显著小于 波消失检出率增高的趋势 (见表 2 )
。

衰 2 年龄对 R E G的影响 (又士 S D )

年龄 (岁 ) 组 别 编号 例数 流入时 间 (秒 ) 转 折高比 两侧 波辐差 波幅 (欧姆 ) D D检 出率 ( % )

< 3 0

3 0~

4 0~

机手

对照

机手

对照

机手

对照

0
.

14 1土 0
.

0 6 9

0
.

1峨9 士 0
.

0 7 0

0
.

17 5 土 0
.

0 8 0b

0
.

1 60 士 0
.

0 6 0

0
.

1 7 1士 0
.

07 0 b

0
.

2 10 士 0
`

0 80 a

0
.

5 92 士 0
.

0 8 9心 0
.

1 9 4士 0
.

14 1

0
.

9 5 0 士 0
.

1 0 0 0
.

2 2 0 士 0
.

1 6 0

0
.

8 80 士 0
.

1 4 4 0
.

1 67 土 0
.

1 3 4

0
.

5 6 0 士 0
.

i s o d i 0
.

1 50 士 0
.

24 0

0
.

8 4 6 士 0
.

1 6 1 0
.

1 96 士 0
.

16 1

0
.

7 50 士 0
.

i g c d Z o
`

2 30 士 0
.

16 0

0
.

1 6 3 士 0
.

0 5 6

0
.

1 60 士 0
.

0 6 0

0
.

1 4 1士 0
.

0 4 8 e

0
.

12 0 士 0
.

0 4 0全

0
.

1 4 0士 0
.

05 艺e

0
.

1 2 0士 0
_

0 40尤

:;
’

:
1 8

.

9

3 1
.

2

2 2
.

29

3 3
_

3h

1二曰r六ó,俘目̀甲日O甘̀任OU的Jg目9山,土月土,̀2
,U
月“ó匀R

a :

与2 , 遵比 较 P ( 0
.

0 2 ,
b

:

与 i 比 较 P ( 。
.

0 1 , e : 与 2 , 3
,

5比 较 P均 ( 0
.

0 1 ,
d l ,

d Z :

与 2 比 较 P 分别 < 0
.

0 5和 < 0
.

0 1

e :

与 i 比 较 P ( 0
.

0 1 ,
f

:

与 2 比较 P ( 0
.

0 2 , g
:

与 i 比较 P ( 0
.

0 5 , h
:

与 2 比 较 P ( 0
.

0 5 ,
D D

:

重搏波消失
。

2
.

4 接振时间对 R E G的影响 组
。

其他各指标随接振时间的变化改变不明显 ( P >

从表 3 可见
,

> 10 年组的流入时间明显长于 < 5 0
.

05 )
。

年组
,

> 5 年组的转折高比和波幅均显著小于 < 5 年

衰 3 接振时间对 R E G的影响 (又飞S D )

接振时间 (年 ) 例数 流入时间 (秒 ) 转折高比 两侧波辐 差 波幅 (欧姆 ) D D检 出率 ( % )

< 5

5 ~

1 0~

0
.

1 4 8士 0
.

07 0

0
.

1 6 0士 Q
.

0吕0

0 17 7 士 0
.

0 8 2a

0
.

9 3 3士 0
.

10 7

0
.

8 9 1士 0
.

14 8 b

0
.

8 9 5 士 0
.

1 3 6b

0
.

1 6 8 士 0
.

1 3 2

0
.

2 0 7止 0
.

1 4 4

0 1 7 7 士 O
_

1 4 5

0
.

1 65 士 0
.

0 5 6

0
.

13 8 土 0
.

0 4 7 c

0 14 0 土 0
_

0 4仁c

1 4
.

8

1 2
.

4

2 0
.

4

OU,土00只ù2
0曰`.,土

a ,

b
:

与 < 5 年组比 较 P < 0
.

0 5
。 c :

与 < 5 年组比较 P < 0
.

0 10

2
.

5 逐步回归分析

考虑可能影响 R E G 流入时间
、

转折高比和波幅 {
的因素有 10 个 (表 4 )

,

逐步回归结果见表 5
。

分
可见

,

肥胖指数
、

舒张压
、

接振时间和年龄是影

响 R E G的主要因素
。

表 4 可能影响 R E G的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l

— 年龄 X 6

— 收缩压

X Z

— 累积年 (接振时 间 ) X ,

— 舒张压

X 3

— 累积月 (接振 时间 ) X 。

— 脉压差

X ;

—
累 积时 (接振时间 ) X ,

— 吸烟

X s

— 肥胖指致 X 10 — 饮酒

表 5 对驾驶员R E G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逐步回归方程 贡 献

…
*..

流入时间

转折高比

波 幅

Y 二 0
.

2 7 0 + 0
.

o o ZX i + 0
.

o o i X s 一 0
.

0 0魂X
s X i > X 3 ) X s

Y = 1
.

0 5 1 一 0
.

00 7 X : + 0
.

0 0 7 X
5 一 0

.

O O I X , + 0
.

o 3 8X ,
X

i 一 ) V , > X : > X ,

Y
= 0

.

3 0 6 一 0
.

0 0 1X i 一 0
.

0 0 1X : 一 0
.

0 0 3 X s 一 0
.

0 0 1 X : 一 0
.

0 08 X
i o

X 7 > X s > X , > X
i > X Z

回归方程在 a 二 0
.

05 水平上 P < 0
.

0 1。

3 讨论

R E G是随心动周期而变化的一 种周相 记 录
,

主

要受心肌状态
、

脑血管壁弹性和血管外周阻力等因素

影响
。

一般认为陡直波多见于 40 岁 以下者
,

随年龄增

大
,

陡直波减少
,

转折波增多 (见表 6 ) ,

提示脑血

管壁弹性生理性减退 ; 三峰 I 型波增多提示脑血管紧

张度较高
,

周围血管阻力增加 ; 三峰 I 型波增多则表

示血管紧张度明显增高 ; 平顶波是陡直波向转折波过

渡的一 种波型
。

本文发现拖拉机驾驶员平均 年 龄 仅

表 6 2 16 例健康人 R E G的波型变化

年龄 (岁 ) 1 ~ 2 9 3 0~ 3 9 4 0~ 4 9 5 0~ 5 9

波 型 陡直彼 陡宜波 转折波 倾斜波

转折波 (少 ) 陡直波 (少 )



3 0
.

1 土 6
.

0 岁
,

但 R E G 波型却 以平顶波和转折波为

主 ; 三峰 I 型波
、

三峰 I 型波
、

低平波和正弦波检出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提示全身振动对拖拉机驾驶员脑

血管壁弹性生理性减退可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转折高比又称流入阻力指数
,

是反映血管弹性和

紧张度的一 个较灵敏的指标
。

本调查发现 < 30 岁驾驶

员的转折高比明显低于同龄对照组
,

而 > 30 岁不同年

龄组均未见明显差异
。

提示较年轻时脑血管对振动作

用可能更敏感
、

危害可能更严重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4年第 7卷第 1 期

虽接振时间对 R E G 两侧波辐差和重搏波消失检

出率影响不明显
,

但随接振时间延长
,

流入时间亦延

长
、

转折高比减小
、

波幅降低
,

说明随接振时间延长脑

血管壁弹性减退
、

流入阻力增加愈严重 , 多因素逐步

回归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证实接振时间是一影响 R E G

的重要因素
。

可见驾驶农用拖拉机 5 ~ 10 年能后
,

可

导致 C B F 异常
,

影响正常驾驶能力
,

尽管驾驶技术

熟练
、

经验丰富
,

仍不可忽视脑血管机能减退对安全

行车的影响
。

铅
、

汞接触者尿肾上皮细胞检出价值探讨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 5 1 0 4 2 0) 甄秋弹 草 国杰 陈 月华

尿沉渣镜检是检测肾损害常用的筛选指标之一
,

方法简便快速
。

本文观察了铅
、

汞接触者尿液中肾小

管上皮细胞
,

并探讨了其在健康监护中的意义
。

所有标本由一人操作
,

一人镜检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检查对象为某蓄电池厂72 名铅接触工人
,

其中男性吐3人
,

年龄 2 0一 5 1岁
,

平均 2 8岁 , 工龄 1 ~

3 3年
,

平均7
.

5年 ; 铸片车间 (低浓度
_

) 4 4 人
,

装配

车间 (高浓度 ) 28 人
。

某灯泡厂汞接触工人81 名
,

其中

男性 61 人
,

年龄片一刹岁
,

平均 26 岁 ; 接汞工龄 1 ~

28 年
,

平均 5 年
。

对照组为近期未接触毒物的工人
、

干部 10 0名
,

男性 50 人
,

平均年龄26 岁
。

1
.

2 方法 取晨尿约15 ml
,

自然沉降 2 刁咐后
,

取上

清液用磺柳酸法作半定量测定蛋白质 ; 沉渣用普通光

镜分析
,

计数 1D 个低倍镜下肾小管上皮细胞
,

高倍镜

下鉴别细胞形态
。

细胞形态为
:

较白细胞大
,

圆形
,

中间有一个大核
。

发现有肾小管上皮细胞即为阳性
。

2 结果

检查发现
,

铅作业工人尿 沉渣中肾小管上皮细胞

检出 1 4人
,

占19
.

4% ;汞作业工人检出 21 人
,

占 25
.

9 %
;

对照组检出 4 人
,

占 4 %
。

两组与对照组比较
,

均有

高度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比较不同铅浓度接触组的尿肾小管上皮细胞检出

率
,

结果发现高水平接触组有 比低水平接触组升高的

趋势 (如表所示 )
。

尿铅与肾上皮细胞的检出相关不

明显
,

可能与接触者当时的身体活动状况
、

饮食等有

关
,

对于检查当天的尿铅排泄量与肾脏损伤的关系还

有待探讨
。

在81 名汞接触工人检查中
,

比较不同尿汞水平的

肾小管上皮细胞检出率
,

发现尿汞异常组 (高出正常

值 ) 其阳性检出率高于尿汞正常组 (如表所示 )
。

尿蛋白仅 1 例出现
“
士

” ,

并伴有检出肾 上 皮 细

铅
、

汞接触者尿肾上皮 C 检出率与对 照组 比较
、

与铅尘浓度
、

尿汞排 出量 的关系

肾上皮 C

检 出总

空气中铅尘浓 度 ( m g / m 3 ) 尿汞水平 ▲ ( m g / L )

0 1 0 5 1
.

2 6 0 < 0
.

0 1 > 0
.

0 1

人数 ( % )受检人数 检 出人数 (% ) 受检人数 检 出人数 ( % ) 受检人数 检出人数 ( % ) 受检人数 检出人数 (% )

对照组
( n 二 1 0 0 )

( 4
.

0)

接铅组
( n 二 7 2 )

1 4 ( 1 9
.

4 ) * 4 4 7 ( 15
.

9 ) 2 8 7 ( 2 5
.

0 )

接汞组
( , z = 8 1 )

2 1 ( 2 5
.

9 ) * 4 0 7 ( 10
.

0 ) 4 1 1 4 ( 34
.

0 )

注
: . p狡 :。

.

01 么 尿汞用冷原子吸收法测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