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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炼制工业苯作业者免疫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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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炼油厂两组不同方式接触苯作业工人

的调查
,

观察其免疫功能变化
,

以便为摸索早期医学

监护指标
、

建立石油炼制作业生产环境与人体反应的

剂量
一

效应关系提供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间断高浓度组 (简称间断组 ) 成品装车台工人

3 2人
,

平均年龄 3 1
.

6 6岁 ( 2 1一 4 6岁 )
,

工种工龄 9
.

2 5

年 (2 ~ 28 年 )
。

装运芳烃 ( 苯
、

甲 苯
、

二甲苯
、

乙

苯 ) 及各种油品时
,

槽车货孔处有大量气体逸出
,

局

部可形成高浓度 (苯浓度为 700 一 2 3 0 0m g/ m
3 ,

均值

1 5 5 9
.

2 2 士 6 9 2
.

1 9m g / m 3 )
。

低浓度组 重整车间工人 89 人
。

平均年龄 28
.

70 岁

( 1 9~ 4 8岁 ) ,

工种工龄 7
.

7 1年 ( 1一 2 2年 )
。

该车间

以直馏汽油
、

裂化焦汽油为原料
,

在催化剂作用下生

产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乙苯

、

溶剂油
、

汽油等
。

生产

环境中有芳烃 (含苯 ) 及硫化氢
、

烃类存在
。

1 9 9 1年

测定车间生产环境
,
苯浓度为 ( 0

.

0 0 2~ 7 9
.

6 5 9 ) 3
.

72 3

土 1 2
.

1 2了m g /m
3 ,

T W A为 0
.

9 78~ 4
.

g g s m g / m
3多

甲苯平均为 ( 0
.

0 0 1~ 6 9
.

6 2 5 ) 1
.

2 2 5 士 7
.

s 1 7m g/ m 3 ,

T WA 0
.

0 0 2~ 1
.

s 6 7m g /m , 。

对照组 码头消防队及码头中转站工人 65 人
,

平

均年龄 3 1
.

5岁 ( 2 0一 5 2岁 )
,

工种工龄 1 0 士 7
.

6 5年 ( 1

~ 2 4年 )
。

该 区位于厂 区最小风向下风侧
,

环境中除

微量烃 以外
,

芳烃及硫化氢等均未检出
。

各车间工龄
、

年龄差异无显著性
,

全部对象无免

疫 泪关疾病
,

受检前一个月无感染史
。

1
.

2 方法

1
.

2
.

1 常规体检 (问诊
、

临床各科
、

血压
、

心电图
、

B 超 ) , 实验室检查周 围血象 (白细胞总数
、

分类
,

血红蛋白 )
、

血清谷丙转氨酶
。

1
.

2
.

2 免疫功能

( 1 )免疫球蛋 白 ( G
、

A
、

M ) :

单向免疫扩散法

( IR D )
。

( 2 ) 白细胞吞噬功能
:
白色葡萄球菌法

。

( 3 ) T
、

B 淋巴细胞检测
:

酸性 a 一 醋酸禁酷酶

(八N AE )法
。

( 4 ) T淋巴细胞亚群
:

A P A A P 桥联酶技术
。

方

法及试剂由中国军事医科院提供
。

全部数据用 S ls T A T软件在 C O M P A Q 386 微

机上处理
。

2 结果

2
.

1 血象
:
白细胞均数为 5

.

40 ~ 6
.

” ( 士 1
.

16 ~

1
.

4 8) x 1 0 ’
/ L

,

未检出小于峨
.

0 火 1。 ’
/ L者 ; 血色素为

1 0 2
.

9 3~ 1 3 4
.

5 0 ( 士 8
.

3 8~ 2 5
.

2 ) g / L ; 各组年龄
、

工

龄间无显著差异
。

肝功能均在正常范围
。

2
.

2 免疫球蛋白
:
两个接触组的 Ig G (1 0

.

37 ~ 10
.

89 )和

l gM ( 0
.

9 6~ 1
.

0 6 ) 均较对照组 ( Ig G l l
.

3 6
,

Ig M z
.

8 3 )

为低
.

低浓度组与对 照 组差 异有 显著性
,

间断组的

l g M下降有显著意义
。

接触组间 IgG
、

l g M和三组间

l g A无显著区别 (见表 1 )
。

2
.

3 白细胞吞噬功能
:

两个接触组的白细胞吞噬率均

值为 6 2
.

5 8一 6 5
.

8 1
,

吞噬指数为 3
.

5 3~ 3
.

5 0 ;
显著高于

对照组 ( 5 6
.

3 6
,
2

.

3 5 ) (见表 2 )
。

2
.

4 A N A E :
间断组和低浓度组A N AE 阳性率 (5 1

.

25

~ 5 3
.

4 4 士 一6
.

9 3一 1 1
.

5 1 ) 和 AN A卫阳性数 ( 11 00一

1 2 2 0 士 4 6 0一 3 5 0 )均较对照组 ( 60
.

9 士 8
。
0 2 ; 1 3 40 士

3 2 0) 显著为低
。

接触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见表 3 )
。

2
.

5 T 细胞亚群
:
由表 4 可见

,

( 1 )各组 C D `
.

C D
。

值之和均大于 C 〕 2 ; ( 2 ) 各组间 C D Z 差异无显著

性
,

与 A N A E不尽一致 ; ( 3 )接触组 C D 4 值略低
,

但与对照组间差异不显著多 ( 4 )接触组 C D
。
值显著高

于对 照组
, ( 5 )由于 C D 一略低

、

C D
。
增高

,

使 C D 一 /

C D . 比值下降 , ( 6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触接组 C D ,/

C〕
: 比例倒置者占 15 ~ 40 %

,

对照 组无一例
。

3 讨论

动物试验证实苯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

抑制作用
,

长期暴露可使外周血淋 巴细胞乖 T 淋巴细

胞下降
。

大量人群调查也发现
,

职业性苯接触者免疫

功能有不 同程度改变
,

与本文报告基本一致
。

免疫功能改变的机制未见系统 阐述
。

一般认为苯

的毒作用与其体内代谢产物酚
、

粘康酸及其转化物氢

醒
、

苯醒
、

邻苯二酚和其他带轻基的环状烃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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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 ( G / L )

Ig G I gA

组 别

— —
’ 一 ’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介J,立八舀nl丹才八甘

…
` .之八U1.几对 照 组

间断高浓度组

低浓度组

11
.

3 6

10
.

89

10
.

3 7

1
。

8 3

2
。

5 6

2
.

7 5

0
。

3 5

0
.

0 3 5

,
·

“

毛
1

。

7 5

2
.

2 2

0
.

4 4

0
.

1 0

1
.

5 3

1
.

0 6

0
.

9 6

1
.

1 4

0
.

3 4

0
.

37

0
.

0 3

0
.

0 0 1

表 2 白细胞吞噬功能测定

白细胞吞滋率 (% ) 白细胞 吞曦指数
组 别

均道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对 照 组

间断高浓度组

低浓度组

5 6
.

3 6

6 2
.

8 1

6 2 5 8

10
.

6 3

1 1
.

2 6

1 1
_

9 3

2
.

3 5

3
。

5 3

3
.

8 0

0
.

0 3 9

0
.

0 2 7

0
.

0 0 1

0
_

QO3

O口九bl几O口曰匕一b

白细胞吞曦 率 (% ) 二 吞噬细菌的细 胞数 /啥中性白细胞数 (2 0 0) x 10 0%

白细胞吞曦指数 = 嗜中性 白细胞吞曦细 苗总数 /嗜中性白细胞数

表 3 a 一 蔡酸醋酶侧定 (均值 士标准差 )

组别
W B C数

x 1 0 9 / L

淋 巴细胞

(% )

A N A E阳性率

(% )

A N A E阳性细胞

(个 / m m )

n.n口̀OC翻月O眨口
nQJ叹的Q对 照 组

间断高浓度组

低浓 度组

5
。

7 6

5
。

4 0

6
.

1 9

3 8
。

3 1

3 9
.

6 7

3 7
.

8 0

5
.

9 9

7
。

2 4

5
。

1 8

6 0
.

9 0

5 1
。

2 5

53
。

4 4

8
。

0 2

1 6
.

9 3

1 1
。

5 1

1 3通0

1 1 0 0

1 2 2 0

3 0
.

7 1

4
。

4 9

2
。

2 1

2
.

1 9

舀09曰QU
,.之,ó月任

表 4 T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 % )

T淋 巴细胞

亚群

间断高浓度

n = 1 0

低浓度

牡 = 2 0

对照

牡 = 1 5

参考值

(北京市 )

9 。
0 9

9
。

9 9

6
.

1 0

0
_

3 3

6 6
.

10

3 8
。

7 0

3 1
.

0 6

1
.

2 1

6
.

0 7

8
.

6 3

6
.

4 1

1
.

4 7

6 0
。

7 0

3 9
.

9 1

2 8
.

1 4

l
。

4 7

O/ 15二

5
.

0 7 .

4
.

9 3 .

6 7二

3 3 .

6 〕~ 七0

4 5 ~ 55

2 0 ~ 3 5

1
.

3~ 2
.

0

八甘ó匕Oō j任Où几口八甘2
.

…
I
L

q甘
, .ǐ ,之no吮吸口」C D Z

C D -

C D S

C D 一 C D ,

C D 一 C D a蕊 1 4八 0 3 / Z Q

. P > 0
.

0 5 二 P < 0
.

0 1

有关
,

这些物质能直接抑制核分裂影响微环境和克隆

生长
,

引起造血系统等的损害
。

在苯中毒 动 物 的重

要免疫器官如骨髓
、

脾脏和胸腺中都测得 有 多 经 代

谢产物
,

观察到骨髓 B 细胞
、

胸腺和脾脏的 T 细胞

损害严重
,

B 细胞克隆形成单位抑制
、

T细胞生成受

阻
。

石油炼制装置正常运转时生产环境中苯浓度多数

甚低
.

低浓度接触苯的致癌性
、

骨盆毒性和细胞的遗

传损害已渐趋明确
。

但低剂量苯接触者医学生物监护

问题急待解决
。

由本文资料可见
,

在 1~ 12 m g /m ,

T WA为 1~ 5 1n g /m , 时
,

暴露者的免疫功能早于末

梢血象发生改变
,

且与较高 浓 度 时变化 有明显一致

性
。

此发现有助于解释石油炼制工业人群流行 病 调

查中发现的若干现象以供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