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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VC接触组与对照组工人 G C
、

G SH一 Px
、

C p及 MD A测定结果比较

项 目

VC邃触 组

(X士 D S)

n =只,

对 照 组

( X 士 S D )

n = 4 9

血清 C G 含量
( “ g / d l)

全血G S H
一
P x 活 性

( n m o lG S H / m i n
·

m g )

血清 C p含 量
(拌m o l / L )

血清 M D A含量
( n m o ] / m l)

2 1 8 上 1 6 5 2 1 4 士 1 6 1

3 3 士 36 * 9 3 士 2 8

0
.

9 9 士 0
.

2 6* 1
.

3 2 士 0
,

4 6

5
.

7 土 1
.

7 5
.

3 士 1
.

6

* 与对 照组比较
,

P < 0
.

01

物与谷胧甘肤结合
,

形成导狡甲基谷胧甘肤
,

或与

半胧氨酸结合
,

形成 S 一烷基半既氨酸
,

随尿排出
。

本文接触组V C平均浓度仅 为 1
.

91 m g /m
, ,

约 为 最

高容许浓度的 1/ 15
。

接触组不但无临床肝大和常规肝

功能异常
,

且 目前比较公认的可反映早期肝损害的血

清 C G含量测定亦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

表明本接

触组基本上可排除临床肝损害
。

但 V C接触组的全血

G S H
一 P x 活性和 C p 含量均非常显著地低于对照组 (P

< 。 .

01 ) ,

尤其前者
,

降低幅度更大
。

表明长期接触

低浓度 V C
,

即有可能损害机体的抗氧化防御系统
,

导致机体抗氧化物质耗竭或有关酶活性受到抑制
。

因

此
,

反映机体氧化应激状态的全血谷胧甘肤过氧化物

酶活性和血清铜蓝蛋白含量测定
,

可认为是V C 对机

体不 良健康影响的敏感指标
,

可用于作业工人的生物

监测
。

本文的上述结果
,

与国 内有人报道的大鼠氯丁二

烯亚急性染毒实验结果和氯丁二烯接触工人调查结果

亦极相似
。

由于氯丁二烯的化学结构与V C 类似
,

其

氧化应激反应又相一致
,

这从另一侧面
,

支持本文的

上述论点
。

是否可 由此推论
:
许多能在生物代谢过程

中生成 活性中间产物的化学物质
,

都有可能引发氧化

应激状态
,

并导致靶部位的氧化性损害
,

值得进一步

探讨
。

接触组血清中五妇〕 A 无明显变化
,

提示该指标不

能作为评价V C接触程度的敏感指标
。

基于上述研究
,

提示若对作业工人补充适量的抗

氧化刘
,

如维生素 E 和维生素C
,

可能会对V C所致机

体的氧化性损害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
。

(参加本研究工作 的还有赵先旭
、

贾 成梯
、

金丽萍等同

志
,

特此致 谢
。

)

石油化工污水作业人员免疫指标的探讨

乌鲁木齐石化总厂 医院职防科 ( 8 30 0 19) 施 捷 白洁玉

石油化工生产排放的污水中含有许多有毒有害化

学物质
,

会对污水处理人员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
。

本

文对污水处理人员的免疫状况进行了调查
,

现综合报

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污水处理人员 80 名为观察组
,

其中男性

5 7人
,

女性 2 3人
,

平均年龄 2 7岁 ( 2 1一 39岁 )
,

平均

接触工龄 6
.

5年 ( 2 一 19 年 ) ,
总厂机关行政人员 1 42

人为对照组
,

其中男性 98 人
,

女性 44 人
,

平均年龄 26

岁 ( 2 0一 4 1岁 )
,

平均工龄 6
.

2年 ( 1 ~ 2 1年 )
,

身体健

康
,

无毒物接触史
。

两组人员均排除对免疫功能有影

响的因素
,

经详细体格检查
,

均无明显临床 阳 性 体

征
。

观察组和对照组性别
、

年龄
、

工龄结构 基 本 相

似
,

无明显差异
。

1
.

2 方法 免疫球蛋白和补体 C , 采用单向琼脂免疫

扩散法
,
溶菌酶测定采用比色法 多 常规计数白细胞及

分类 , T 淋巴细胞 ( T L C ) 计数采用淋巴细胞 a 一 醋

酸蔡酷醉染色法
,
淋巴细胞转化率采用 形态学检测法

(斑 I A 为刺激物 )
。

其他为观察淋巴细胞绝对数 (L C )

及 T淋巴细胞绝对数 ( T L C )
。

2 结果

2
.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作业现场环境中化学物质浓度

测定结果
: 5 0 2 0

.

0 0 4一 0
.

o 7 m g /m
3 ,

H Z S 0
.

0 3一

0
.

3 8 11 19 /m
3 ,

N H 3 0
.

9 3一 z
.

2 6 n l g /m
3 ,

N o x 0
.

0 1

~ 0
.

2 l m g / m气 酚 0
.

1 9一 0
.

6 续I n s /m
, ,

总烃 5 6
.

5 7~

2 0 2
.

o Z i n g / m
,

( 2 7
.

6 0一 6 2
.

5 4 P P n 、 )
。

5 0 : 、

H
Z S

、

N H 3和酚浓度均未超标
,

N O x 浓度低于 丫VH O 制定

的暂定职业接触限制
。

污水主要来自原油炼制 和尿素

生产过程
,

作业现场基本上是敞开式
。

2
.

2 免疫指标测定结果 见下表
。



免疫指标测定结果比较

指 标 观察 组 对照组 P

g IG ( g/ L) 1 2
.

4 3 士 4
.

5 0 0
.

5 7 士 3
.

魂6 ( 0
.

0 01

IA g( g/ L) 2
.

4 5 士 2
.

1 5 一 5 7 士 0
.

0 1 ( 。
.

0 1

IgM( g/ ) L1
.

魂4 士 0
.

4 7 1
.

0 4 士 0
.

5 0 ( 0
.

0 5

WBC (x 2 0 9 / ) L5
.

4 5 士 1
.

4吐 5
.

7 5 士 1
.

3 5 ) 0
.

0 5

T LC (% ) 5 9
.

5 2 士 5
.

6 0 6 2
.

5 5 士 6
.

2 2 < 0
.

0 1

淋转 (% ) 6 5
.

7 4 士 6
.

5 2 65
.

14 士 6
.

5 5 ( 0
.

0 5

LC 绝对数 (x l、 9 / L)x
.

9 4 士 0
.

5 1 2
.

0 吐士 e
.

5 5 > 0
.

0 5

T L e绝对数 (x 2 0 9
/ L) 1

.

0 3 士 0
.

52 1
.

2 7 士 0
.

5 2 ( 0
.

0 5

C 3 ( g/ ) L0
.

0 1 士 0
.

5 0 1
.

2 3 土 0
.

4 2 < 0
.

0 5

y Lz (拼 g/ m l) 3
.

5 0 士 0
.

8 5 4
.

3 8 士 0
.

5 。 < 0
.

0 5

3 讨论与小结

石油化工污水作业环境中的多种化学物质具有免

疫毒性作用
。

调查表明其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主要为以

下几个方面
。

( 1 ) 体液免疫
:

观察组免疫球蛋白含量明显高

于对照组
,

其中尤以 gI G增高更明显 ( P < 0
.

0 0 1 )
,

提

示作业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在此种剂量时可能具有免疫

佐剂或致裂原作用
.

污水处理人员 由于接触的各种化

学物质剂量较小
,

故体液免疫功能仍维持一个较高的

水平
。

( 2 ) 细胞免疫
:

作业人员 的 T L C
、

T L C 绝对

数
、

淋转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提示 作业环 境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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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2 、

N O x等对作业人 员的细胞免疫功能具有抑制作

用
。

( 3 ) 非特异性免疫
:
环境中的许多刺激性气体

如 5 0 2 、

H Z S 及其他化学物质可 以抑制巨噬细胞分

泌补体的功能
,

而且作业人员 gI G明显增高
,

可激活

补体C 3使血中C ,含量下降 ( P < 。 .

05 )
,

补体水平的下

降可抑制嗜中性粒细胞裂解释放溶菌酶
,

造成作业人

员溶菌酶含量明显下降 ( P < 0
.

05 )
。

提示作业环境中

的化学物质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具有抑制作用
。

观察组 T L C明显减少 ( P < 0
.

01 )
,

而 L C 绝对数

变化不 大
,

B 淋巴细胞相对增加
,

可 以促使免疫球蛋

白分泌 增加
,

而且化学物质也可直接作用于体液免疫

系统
,

造成不 同程度的改变
,

甚至出现过敏反应
,

其

中溶细胞型变态反应可引起细胞溶解
、

补体消耗性减

少
、

白细胞减少等
。

T L C的减少 也可直接造成淋巴细

胞转化率的下降
。

本次调查表明
,

石油化工污 水作业环境中的多种

化学物质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表

现为体液免疫增强
,

细胞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降汗
。

这说明
,

化学物质进入机体内对免疫系统各个郁分 { ,19

影响多不平衡
,

尤其是在特异性免疫功能中的子
)

液免

疫和细胞免疫的不同表现
,

反映出 T 淋 巴细胞朴 B 淋

巴细胞对化学物质的敏感程度不一
。

铅冶炼工人尿 从一微球蛋白的改变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 治研究所 ( 3 3 0 0 0 6 )

江西有色冶炼加工厂职工医 院

陈敏珍

李 宪璋

尹明根

孙德安

曹和 斤

胡 元
二

升

朱永红

杨 了复

甘 为 民

黄春芳

尿刀2一微球蛋白 (声: 一MG ) 测定对检出肾小管性

蛋白具有特殊性和敏感性
,

是诊断肾小管功能异常的

重要指标
。

本文试 图通过对从事铅作业人员的刀2 一M G

测定来发现其早期的肾脏损害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1
。 `

1
.

1 铅接触组 为某铅冶炼厂作业工人
,

共 11 0例
,

男 10 6例
,

女 4 例 ; 年龄 2 2一 5 6岁
,

平均 4 4岁 , 工龄 2

~ 32年
,

平均 2 0
.

6年
。

1
.

1
.

2 对照组 为无铅接触史的健康成年人
,

共 1 10

例
,

男 6 8例
,

女 42 例 ; 年龄 19 ~ 60 岁
,

平均 36 岁
。

1
.

2 测定方法及内容

1
.

2
.

1 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生产的 尸: 一M G放射免疫

药箱对刀1一M G进行放射免疫法分析测定
。

1触
.

2 同时测定受检者 (接触组及对照组 ) 尿 P -b

冬A L A
、

C p 和血 Z P P
,

并测定车间空气中铅的浓

度
。

按照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试验室质量控制要求
,

应用日立 Z 一 8 0 0 0 原子吸收光

谱作铅分析
。

2 结果

2
.

1 空气中铅浓度测定 在全厂设 13 个采样点
,

连续

采样 3 天
,

共采 39 个样品
。

测定结果
,

空气铅超遂最

高容许浓度 0
.

7一 13 3倍
,

平均超标“ 倍
.

2
.

2 铅接触组和对照组尿中 声: 一M G 测定结果见表 1
。

表 1 尿 刀2 一
M G 测定结果 (拼部 L )

例数 X 士 S D P

铅接触组

对照组

1 10

1 1 0

4 Q6
.

6 士 5 3 5

< C
.

弓 1

10 5
.

5 士它5

从表 1可见
,

铅接触 组尿中 尸
:

M G 含互明显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