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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期煤工尘肺肺泡巨噬细胞

功能和形态的研究

山西医学院 (。3 0 0 0 ) 1刘保连 姚 汝琳 田 琳 郭 熏

潞安矿务局 李安 昌

提 要 利用全肺大容量灌洗和小容量肺叶灌洗的方法分别观察了 5 1例和 25例 I期煤工尘肺肺泡 巨

噬细胞功能和形态的变化
。

肺泡巨噬 细胞形态表现为多种形式
,

既有幼稚型
、

成熟型
,

又有衰老型和坏

死型
,

部分细胞表面有网眼性结构
,

肺泡 巨噬细胞内含有大羞的粉尘
,

诱发活性氧 自由基的产生
,

损伤

细胞膜性结构
,

脂质过氧化产物增加
,

同时肺泡 巨噬 细胞处于机能代偿状态表现为细胞内容物增多
,

导

致某些酶如乳酸脱氢酶
、

酸性磷酸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升高
.

关铂词 煤工尘肺 肺泡 巨噬细胞

煤矿粉尘为混合性粉尘
,

游离 51 0
:

含量较

低
,

一般在 5 % 以下
,

所致煤工尘肺主要特点

是发病工龄长
,

病情进展缓慢
。

当粉尘被肺泡

巨噬细胞吞噬后
,

对细胞的毒性较弱
。

煤工尘

肺肺泡巨噬细胞功能和形态的改变如何
,

迄今

为止报道甚少
。

本文分别利用大容量全肺灌洗

和小容量肺叶灌洗的方法
,

收集肺 泡 巨 噬 细

胞
,

观察其功能和形态的变化
,

为进一步阐明

煤
一

上尘肺的发病机理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病例的选择 所有病例均为男性
,

年龄 40

一 60 岁
,

职业 史明确
,

经当地职业病诊断小组

按照我国尘肺诊断标准分期
。

患者近期内无呼

吸系统疾病感染史
。

1
.

2 对照的选择 本研究用两种方法
。

1
.

2
、

1 小容量肺叶灌洗
:

首先用 1 %地卡因 口

胶喷雾局麻
,

然后气管内注入 2 m l 利多卡因
,

待会厌反射消失后
,

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
,

所

有患者均灌洗右肺中叶
,

每例注入 2 00 ~ ￡50 而
无菌生理盐水

,

分 4 ~ 5 次进行
,

用单层纱布

过滤支气管肺泡回收液
,

去除粘液
,

计 数 细

胞
,

然后 以 20 0 0转 /分离心 10 m in
,

去除上清

液
,

将细胞浓度调至 1 X
10

,

个 /m l
,

待用
。

所

有对照和部分煤工尘肺患者均用此方法
。

1
.

2
.

2 大容量全肺灌洗
:

每侧肺灌 洗 液 量 为

0 0 0 Om l 左 右
,

细胞收集过程同前
,

细 胞 残

渣进行 H E 染色
,

油镜 F观察肺泡 巨噬细胞形

态学变化
,

另取几例按扫描电镜标 本 制 作 要

求
,

在扫描 电镜下观察肺泡 巨噬细胞的形态
,

本 次共观察 15 例 I 期患者
。

本次所采用的收集肺泡巨噬细胞方法有两

种
,

收集范围不同
,

但细胞 的功能和形态相 同
,

反映 了煤工尘肺患者所处的状态
。

1
.

3 指标的测定

1
.

3
.

1 肺泡巨噬细胞存活率
:

用台 盼 兰 排 斥

法
, 坏变率

、

多核率及细胞形态的变化均在显

微镜下观察
。

1
.

3
.

2 乳酸脱氢酶 ( L D H )
、

酸 性 磷 酸 酶

( A C P )
:

分别用 2 , 4一二硝基苯腾法和对硝基苯

磷酸二钠法
;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用邻苯

三酚 自氧化法测定
。

1
.

3
.

3 化学发光
,

脂质过氧化物的测定
:

见文

献 1
、

2
。

1
.

3
.

4 肺泡 巨噬细胞膜流动性的测 定
:

见 文

献 3
。

2 结果

2
.

1 肺泡巨噬细胞存活率
、

吞噬率
、

坏变率和

多核率的变化 见表 1
。

2
.

2 肺泡巨噬细胞形态学变化

I 期煤工尘肺肺泡 巨噬细胞主要有 以下几

种类型
:

( 1 ) 幼稚型
:

体积小
,

呈圆形
,

细

胞可见有伪足
,

胞核规则
.

致 密深染
,

和胞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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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泡 巨噬细胞四个率的变化( X 士S D
,

% )

组 别 存活率 坏交率 尘细胞率 多核率

对 照

I 期煤 工尘肺

1 1

1 5

9 3
.

OQ 士 5
.

2 7

8 9
.

6 3 士 5
.

2 0

1
.

2 0 士
.

1
.

10

1 4
.

6 0 士 7
.

7 6二

2 7
.

2 7 士 2 0
.

9 3

8 8
.

0 6士 6
.

0 9二

1
。

9 1士 1
.

37

8
.

3 7 土 4
.

18二

二表示和对照组比 较 P < 0
.

01

比例约为 1 : 3
,

胞浆蓝染
,

均 匀 致 密
,

内含

粉尘较少
; ( 2 ) 成熟型

:

体 积 中 等
,

呈 圆

形
,

细胞核较幼稚型细 胞 淡 染 , ( 3 ) 衰老

型
:

体积大
,

呈圆形或不规则形
,

胞核增大
,

疏松
,

可见有脱颗粒现象
,

核仁增多
,

胞浆呈

颗粒状
,

内有空泡
,

细胞内含粉尘较多 , ( 4 )

坏死型
:

细胞体积增大更加明显
,

胞膜断裂
,

胞桨疏松或消失
,

胞核呈颗粒状
,

核膜保持完

整或破裂
,

核仁呈灰白色
,

较多
,

在破坏的细

胞内可见有大量的粉尘
。

扫描电镜可见肺泡巨噬细胞体 积 大 小 不

等
,

伪 足减少或消失
,

部分细胞可见粗大的伪

足
,

细胞表面皱褶减少
,

囊泡样改变明显
,

少

数细胞表面可见网眼性结构 及 细 胞 破 裂 现

象
。

2
.

3 肺泡巨噬细胞生化指标的改变

2
.

3
.

1 肺泡 巨噬细胞上清液中 L D H 和 A C P的

活性 见表 2
。

裹 2 肺泡巨噬细胞内L D H和 A C P 的活性 (X 士 S D )

组 别 L D H (“ /m l ) A C P ( B
一
L单位 ) / m l

对 照

I 期煤工尘肺

1 2

1 6

S Q
.

2 0 士 3 0
.

3

58
.

5 2 士 2 3
.

9 6

0
.

7 9 士 C
.

4 9

1
.

4 6 士 0
.

0下 .

细胞浓度为 l x l 。`个 / m l
.

与对 照组 比较 P < 。
.

0 5

由表 2 所述结果可见
,

I 期煤工尘肺肺泡

巨噬细胞 A C P 活性高于对照组
。

2
.

3
.

2 肺泡巨噬细胞氧化和抗氧化指标 的 改

变 见表 3
。

表 3

组 别

肺泡 巨噬细胞化学发光
、

M D A和 S O D 的变化 (X 土 S D )

咒 化学发光 ( m v ) M D A “ m o V m l S O D “ / m l

对 照

I 期煤工 尘肺

0
.

0 8 士 0
.

0 5

0
.

3 5 士 0
.

2 2二

0
.

86 士 0
.

5 0

1
.

7 4 土 0
.

7 0 .

2 0
.

5 0士 10
.

8 0

3 3
.

60 土 1 1
.

3 .

2325

细胞浓度为 l x 1 .C 个 / m l . 和二意义 同前表

由表 3 可见
,

I 期煤工尘肺肺泡巨噬细胞

化学发光
,

M D A和 S O D均高于对照组
。

2
.

3
.

3 肺泡 巨噬细胞膜流动性的变化 见表 4
。

表 4 肺泡巨噬细胞 P值的变化 ( x 士 S D )

组 别 称 尸

对 照 16 0
.

17 6 士 0
.

0 7 4

I 期煤工尘肺 12 0
.

08 4 土 0
.

0 3 7二

细饱浓恢为 2减 1 0. 个 /m l

由表 4 可见
,

I 期煤工尘肺肺泡巨噬细胞

膜流动性升高
,

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

3 讨论

支气管肺泡冲洗结果表明煤工尘肺被清洗

出的粉尘主要存
一

在于肺泡巨噬细胞 内
,

而肺泡

内游离粉尘较少
。

这些长期滞留在细胞内的粉

尘
,

引起了该细胞功能和形态的改变
,

再之煤

矿粉尘游离 5 10
:

含量较低
,

对细胞的毒性较弱
,

因此煤工尘肺肺泡巨噬细胞有其自己的特点
,

主要表现如下
。

3
.

1 肺泡巨噬细胞形态各异
,

既有成熟型
,

又

有幼稚型
、

衰老型和坏死型
,

细胞类型代表着

细胞功能状态
。

幼稚型细胞功能活跃
,

吞噬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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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能力较强
,

随着时间的增加
,

逐渐成为成熟

型
、

衰老型和坏死型
。

3
.

2 煤矿粉尘长期作用于肺泡巨噬细胞
,

诱发

活性氧的产生
,

肺泡巨噬细胞化学发光强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
。

自由基活性很高
,

主要攻击细

胞膜不饱和脂肪酸 ( R H )
,

使之脱氢转化为有机

自由基 R
·

,

R
·

与 0
2

作用生成有氧自 由 基

R O O
· ,

R ( ) 〕
·

与 R H 脱失的氢形成过氧化物

R O O H
,

这一过程又使 一个新的 R
·

产生
,

如此

循环
,

直至细胞受损
。

本 文结果 I 期煤 工尘肺

肺泡巨噬细胞 M D, A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

说明 自由基在细胞受损中一直起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细胞膜受损导致细胞膜流动性和通透性发

生改变
,

理论上讲
,

细胞膜受损
,

膜通透性升

高
,

细饱内 L D H 大量外漏
,

导致胞 内活性
一

F

降
,

同时溶酶体酶
.

A C P 活性也下降
,

细咆膜

流动性下降
。

但本次结果与此相反
,

可能 与肺

泡巨噬细胞长期受毒性较低的粉尘刺激
,

处于

代偿状态
,

透射电镜观察到尘肺患者肺泡巨噬

细胞胞浆内容物增加
,

尤以溶酶休增加更为明

显
,

支持上述现象
。

S O D 的结果与此相 似
,

V o i is (n
` ’

报道煤工尘肺患者 S O D 活性升高
,

K a m al
〔 , ’

报道接触矽尘和石棉尘工人血 清 中

S O D 活性升 高
,
以上现象 也说 明了尘肺患者肺

泡巨噬细胞处于代偿状态
。

尽管吸烟对肺泡巨噬细胞的功能和形态有

一定的影响
,

但由于本研究的病人和对照组观

察人群均吸烟
,

而且其它条件相同
,

本文对吸

烟对细胞的影响没有做深入研究
。

关于吸烟对

细胞的影响
,

有待于进一步寻找新的病例继续

研究
。

总之
,

I 期煤工尘肺肺泡巨噬细胞在低毒

性粉尘的长期刺激下
,

氧化系统处 于 激 活 状

态
,

该细胞处于代偿状态
,

而且形态各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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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作业女工不孕 13 年驱铅后孕产 1 例报告

广东韶关市职业病防治院 ( 51 2 0 2 8 ) 陈先友

患者
,

女
,

40 岁
,

煤矿充电工人
,

住院号 1 8 8 8 5
,

从 事接触铅作业 1 4年
。

自1 97 6年9月至 1 99 0年 1 1月从事

矿灯充电工作
,

每天工作 8小时
,

工作场地为室内自然

通风
,

戴口罩防护
,

工作时嗅到异味
。
1 9 80 年和 1 9 8 3年

作尿铅测定均为正常 , 1 9 9 0年了月晨 尿铅 测 定 结果

。 。

83 “
om l/ L ,

后因头晕腹胀 10 年于 19 9 0年 11 月以铅

吸收第一次住院治疗
。

患者 1 9 77年结婚
,

其夫为非接触铅工人
。

婚后夫

妻同居生活 13 年未孕
。

1 9 8 2年在妇幼保健院
、

市级医

院夫妻均进行不孕症检查
,

分别行输卵管通液试脸及

精液化验均未发现异常
。

患者从事铅作业期间月经紊

乱
,
周期为 40 ~ 9。天不等

。

既往体健
。

入院体格检查无异常改变
。

仅见点彩红细胞0
.

0 1
。

住院后驱铅治疗
,

选用 C aN
a Z E D T AO

。

唱肌注
,

2次 / 日
,

每周 3天
,

疗程 2周
,

总剂量 6
.

09
,

复查尿铅为

0
.

14 一 0
.

22 拼m ol / L正常范围
,

症状消失 出院
。

出院回

家第 1 个月内怀孕
。

足月后剖腹产 1男婴
,

体重 2
.

gkg
。

产后月经基本恢复正常
。

随访两年
,

其小孩生 长发育

与同龄儿童无异
。

讨论 铅毒性作用致女工不孕的病例报告不多
,

而驱铅治疗能恢复女工生育的报告更为少见
。

本例铅

作业女工婚后不孕 13 年之久
,

驱铅一个疗程后即怀孕
,

提示铅毒性作用影响女工生育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