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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
,

差异极为显著 ( P < 0
.

01)
,

如以对照组

(又十 Z s D )作为正常组上限值
,

铅接触组尿 尸:
一

M G

值 > 2 96 “ g / L者为49 例
,

占 4 5
.

5纬
。

但其尿常规
、

肾

功能 (肌醉
、

尿素氮 ) 均在正常范围内
。

2
.

3 铅中毒的诊断 铅接触组各项特殊指标化验结果

均高于对照组 (见表 2 )
。

按卫生部 19 89 年颁布的

《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进行个例

分析
,

诊断慢性轻度铅中毒 93 例 ( 8 4
.

5% )
,

17 例未

作诊断 (包括铅吸收 )
。

93 例铅中毒患者尿 刀2 一M G

均值为 445
.

5 土 5 67
.

9召g/ L
,

17 例未诊断者为 2 16 士

2 0 1
.

5拼g / L
。

铅中毒组高于接触组
,

接触组也高于对

照组
。

表 2 特殊化验结果 伽 m ol / L )

项 目 铅接触 组 对照组

P b
一

B 1
.

9 4 士 0
.

8 1 0
.

5 5 士 0
.

4 1

P b
一

U 0
.

7 8士 0
.

4 3 0
.

0 3马士公
.

0 3 3

6
一

A L A 1 53
.

2士 1 5 5
.

5 2 2
.

2 士 9
.

7

Z P P 5
.

匀7士 2
.

9 8 0
.

5士 0
.

4

3 讨论

尸: M G 是低分子量的蛋白
,

是人体白细胞型扰

原 (简称H L A ) 分子的一 个重要成份
,

刀「 M G 右健

康人中以相对恒定速率产生
,

被肾小球滤过而由近端

肾小管重吸收
,

血中含量维持稳定的水平
。

当其生成

细胞活跃或肾机能紊乱时
,

血或尿中 刀2一
M G 的含量

即发生变化
。

因为 刀1一
M G 可由淋巴细胞产生

,

其结

构氨基酸排列顺序又与免疫球蛋白 gI G 的C H , (重链

第 3 恒定区 ) 有明显的同源性
,

因而推测 刀: 一M G与

免疫功能存在着关系
。

重金属中毒特别是锡中毒直接

损害肾脏引起 刀2 一
M G增高 已被肯定

。

长期接触铅可

发生 l’u[ 质性肾炎和肾萎缩
、 ’

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

肾小

管上皮细胞变性等现象
。

文献报道由于E D T A广泛应

用
,

其对肾脏的拭害
,

应引起重视
。

本文结果说明
:

( 1) 接触中
、

高浓度铅对工人肾小管可造成影响 ;

( 2 ) 经常使用 E D T A 对肾脏的损害尚不能排除
;

( 3) 铅中毒患者免疫功能低下
。

这三个因素都可能

存在 , 此外
,

冶炼的铅矿中是否混杂着福等肾毒性化

合物有待进一步研究
。

电镀作业工人发镍含量的研究

永川 6 52 职工 医院 ( 6 32 162) 代之俊 代明清

为探讨镍化物对电镀作业工人的危害
,

我们对镍

作业工人的发镍进行了研究
。

某厂电镀车间作业工人 n 名 (男 7 人
,

女 4 人 )
,

平均年龄 2 8
.

5岁
,

平均工龄 12 年
。

主要作业工序
:

工

件经酸处理令镀铬
,

接触铬酸雾
。

另一 厂电镀车间作

业工人 31 名 (男25 人
,

女 6 人 )
,

平均年龄3 3
.

4岁
,

平均工龄 11 年
。

其工艺
:
工件经酸碱处理爷镀镍 ) 水

洗、 镀铬
,

接触镍铬混合酸雾
。

以当地 3 1名非铬镍化合

物接触者为对照
,

男性25 人
,

女性 6 人
,

平均年龄 3 1

岁
。

用二苯卡巴阱和丁二酮厉比色法分别测定车间空

气中铬
、

镍化物
,

以 a 一糠偶酞二肪比 色法测定发镍含

量
。

两 J一电镀车间同方法
、

时间的劳动卫生调查结果

见表
。

对照组发镍含量平均 0
.

73 5拜g / g
,

与性别
、

年龄
、

职

两电镀车间铬镍测定结果 (m g /m , )

采 样地点

铬化物车 间

铬镍 化物车 间

物质

C r O 3

N l

C r o
s

N i

件数 范围 均 值

1 2 0
.

0 0 6 or 0
.

3 4 1

5 未检 出

0
.

0 7 9

1 3 0
.

0弓 6~ 0
.

3 7 6

1 1 0
.

O2 2 ee O
.

G9 2
: ): }

业比较
, P ) 0

.

05
。

正态性检验W 二 0
.

9 6 4 1
,

P ) 0
.

0 5
。

单侧法制定参考值
,

95 % 范围 1
.

4 3路忽
。

三组人员

发镍含量不一致
,

P < 0
.

01
。

铬镍化物组发镍含量显

著高于铬化物和对照组
,

P < 。
.

01
,

铬化物与对照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31 名铬镍化物作业工人

发镍与性别无显著意义
,

P > 0
.

05
。

对两电镀车间作

业工人鼻咽部检查结果表明
,

铬镍化物比单纯接触铭

化物的毒作用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