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1 2
.

根据 C s ape s r
n o s提供的染色体相对长度

,

计算

每条染色休预期断裂值与观测值比较
,

经X Z分析
,

X ,

二 1 9
.

78
,

P > 0
。

05
,

断裂点为随机分布
,

但 13 号
、

17 号

染色体断裂值高于预期值
。

肝病组内不同调离时间染

色体数目及结构崎变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染色体结构及数目畸变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也高于有人用常规方法研究的结果
。

说明氯 乙

烯具有明显的致突作用
,

也证明显带技术提高 了分辨

率
。

显带对结构畸变能准确定位断裂点的位置 (区
、

带 )
,

并能准确判定亚二倍体所丢失的染色体及超二

倍体所增加的染色体号码
,

这对于深入研究畸变特点

是非常有意义的
。

氯乙烯肝病的染色体畸变在脱离原

工 作岗位后
,

虽然对肝病进行治疗
,

肝肿大有不 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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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恢复
,

但畸变率不 因调离时间延长而降低
。

这可

能与氯乙烯诱发染色体畸变以缺失为最多
,

易位发生

率也较高有关
,

这类稳定性畸变在细胞分裂时可以不

断的产生带有畸变的子细胞
,

本文调查对象平均脱离

氯乙烯作业 4 年
,

畸变率也未见明显减少
。

因此证明

较长时间内这种畸变细胞仍然存在于体内
。

文献报道染色体片断缺失是遗传物质的丢失
,

缺

失的染色体片断上可能存在一 种防止细胞癌变的抗瘤

基因
,

这类基因位于正常位点时具有抗癌变作用
,

如

果失掉这种基因则致细胞恶变
。

我们在对氯 乙烯接触

者的调查中
,

发现氯乙烯所致某些染色体结构畸变的

断裂点分布与某些肿瘤相关断裂点
、

癌基因位点和脆

性部位密切相关
。

现 已证明染色体畸变是致癌的一 个

重要原因
。

接触汽油对加油工肺功能的影响
南京炼油厂职工医院 ( 2 1 0 0 3 3 ) 妇匕 潜

我们调查了炼油厂加油站工人的时间 加 权 浓 度 几何均值 2 2 5
.

8 m g
,

其中加油时吸入 18 6
.

8 m g
,
推算出

《 T WA )
,

并用 C .J I忆 31 型肺功能分析仪于班后和休 贮留量几何均值 1 2 8
.

9m g
,

最多为 5 1 4
.

9m g
。

男女各

息 1 天后的星期一早晨检查肺功能
,

结果如下
。

项均值间无明显差别
。

24 小时内从呼吸道以原形态排

该站加油工男 2 人
,

女 2 人
,

年龄 39 ~ 59 岁
,

工 出的汽油仅占贮留量的34
.

5%
。

对照组的呼气中不含

龄 6 ~ 13 年
。

选医院职工与其配对进行比较
。

汽油
。

呼吸带汽油浓度 95 %几何平均浓度范围在 5 9
.

5~ 接触汽油前后肺功能的配对比较见表
。

接毒后与

98 1
.

7m g / m
3 ,

样品超标率35
.

4%
。

工人 日吸入汽油 星期
。

一早晨自身配对的肺功能25 项指标中有 n 项的差

各组受检者肺功能指标的均值比较

::
1ùOUC.内OJ,Q甘31勺勺白介n一七,臼

:…
,几幼U,11.几的̀月才

一一

组 别

-
一 . - - - -二二二二

接 毒后 d

T >

周 一晨 d

T >

对 照组 d

T >

接毒后

V C ( L )

一 0
.

1 6

2
.

1 7 .

一 0
.

1 2

1
.

1 5

0
.

2 6

3
_

0 5二

V C %

一 3
.

6 1

2
.

80 .

一 4
.

8 4

1
.

63

8
.

1 9

4
_

55二

F V C ( L ) F V C % F E V i ( L ) F E V
i % P F ( L / S )

一 0
.

0 1

0
.

0 9

一 0
.

2 9

2
.

3 7

0
.

3 1

2
.

9 8二

一 0
.

5 8

0
.

17

一 9
.

3 1

2
.

5 7

1 0
.

2 4

3
.

5 8二

一 0
.

5 9

3
.

3 1二
~ 0

.

3 0

2
.

3 0

0
.

9 1

5
_

8 2二

15
.

15

3
.

5 3二
一 2

.

6 6

0
.

7 2

1 8
.

1 5

4
_

8 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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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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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对照 组 d

T >

V , s %

一 1
.

1 2

3
.

3 7二
一 1

。

8 0

4
。

7 8.

2
.

9 6

8
.

7 9二

V , o %

一 0
.

85

2
.

7 8 .

一 0
.

8 5

1
.

29

1
.

8 3

5
.

5 0二

M M E F

一 0
.

7 9

2
.

9 4 .

一 Q
.

5 2

1
.

0 3

1
.

4 1

5
_

9 7二

V s o /V Z ,

一 0
.

2 8

1
.

4 1

一 Q
.

7 2

]
.

1 4

0
.

9 8

M V V
,

M V V ( L /m ) M V V % M V V / F E V -

2
.

6 5 .

一 ] 0
.

0 1

2
.

27 .

6
.

5 6

0
.

4 3

5
.

3 0

0
.

7 0

3
.

1 4

2
.

4 5 .

.
P < 0

.

0 5 二 P < 0
.

0 1

均值有显著愈义
,

而且与正常者的配对比较中仍有 13

项的差均值有显著意义
,

表明吸入汽油蒸汽后肺活量

(V C
.

V C %
、

实测与预计肺活量之 比 )
、

时间肺活

橄 (F V C )
、

一秒时间肺活量 ( F E V
: )

、

一秒率 ( F E V :

% )
、

吐气峰值流量 ( P F )
、

吐气至 75 % V C 时的流量

( V ” % )
、

V s 。
%

、

最大中期平均流量 (N 3 恤 )F 等值都

明显降低
。

后三项主要反映小气道功能的敏感指标的

下降
,

说明汽油燕汽不仅使大气道收缩
,

而且小气道

也会反应性地缩窄
。

汽油对肺功能的远期影响有待进

一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