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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作业工人正中神经传导速度改变的探讨

高 健
’
杨汝 景

’
周 秀慧

,

曹步荣
,

步彦明
,

杨 红
,

轰继池
,

铅是一种亲神经性毒物
,

神经传导速度 ( N C V )的

测定
,

可 以反映周围神经传导功能的变化
,

为铅中毒

的早期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

目前国内外有 关 报 道 不

多
,

标准也不统一
。

为了进一步探讨铅作业工人 N C V

的变化特点及临床应用价值
,

特进行了本 课 题 的 研

究
。

感觉传导速度 (s C V )
、

运动传导速度 (M C V )及指
一

脆

S C V 和远端运动潜伏时 ( D M I
J

)
。

2 结果

2
.

1 近年来车间内空气铅浓度 (均为一次 测 定 平 均

值 ) 见表 1
。

表 1 车间内空气铅浓度 ( m g / m
3 )

尘
球

铅一板
一涂

烟一铸铅一装
一急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某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 94 例
,

包括 5 例铅

吸收患者
,

不包括慢性
、

急性铅中毒的工人 , 男性 33 人
,

女性 61 人 , 年龄 18 ~ 51 岁
,

平均年龄33 岁 , 主要工种

分布在总装
、

铸板
、

涂板和球磨车间
,

铅作业史 1 ~

28 年
,

平均 9 年
。

有少数工人 ( 占9
.

6 % ) 主诉头晕
、

头痛
、

手足麻木等
,

经一般内科检查均未发现神经系

统疾患
。

另选 31 名不接触毒物的某酱油生产车间的健

康工人为对照组
,

男性 13 人
,

女 18 人 , 年龄22 ~ 49 岁
,

平均年龄 3 4岁
。

1
.

2 方法 使用丹麦产 D A N T E C 20 00 M 型神经肌

电描记仪
。

检查时室内温度 20 一 3 0
“
C

,

受检者进入检

查室 内静坐20 分钟 以上
,

取平卧位
,

右臂放松自然伸

直
,

其前臂皮温 > 30 c0
,

测定正中神经 (肘
一
腕段 )

年份

1 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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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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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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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0
.

3 3 0
.

0 1

0
.

2 3 3
.

4 5

C
.

1 1 0
.

G9

一 0
.

o a

0
.

7 2 一

0
_

0 1 0
_

0 4

总装车间铅烟浓度历年均超过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0
.

O3 n l g /m , )
。

球磨车间由于防尘措施的加强
,

铅尘

浓度逐年降低
,

现 已符合国家标准
。

2
.

2 正中神经 N亡V 检查结果 见表2o

接铅组 S C V I 和 M C V 均明显较对 照 组 减 慢

( P < 。
.

05 )
。

而远端 S C V
:
和 D M L 与对照组相比

无明显差异
。

衰 2 正中神经传导速度检查结果 (m /
s )

对照 组 ( 31 人 ) 接铅组 (9 4人 )

部 位
X 士 S D 范围 X 士 S D

6 0
.

0 士 4
.

8

5 5
.

0 土 6
.

3

5 6
.

5 士 4
.

2

4
_

1土 0
_

6 4

范围

S C V I 腕一肘

SC V Z 食指一腕

M C V 肘一碗

D M L 碗一拇短展肌

2 1 5~ 2 e 0

9 5~ 1 3 5

2 1 5~ 2 80

6 5

6 4
.

4 士 4
.

1

5 4
.

2 士 5
.

4

5 8
.

5 士 4
.

5

3
.

9 士 0 4 2

5 7
.

l ee 7 2
.

9

4 1
.

6 士 5 7
.

5

5 1
.

0~ 7 1
.

4

3
.

l or 5
.

0

4 5
.

1~ 6 8
.

7

4 0
.

7 ~ 7 1
.

0

4 5
.

4 ~ 6 8
.

0

2
_

9 ~ 6
_

2

检查 日期 : 1 9 8 9年 9 月

若以对照组 X 士 ZS D 为正常界限值进行比较
,

接铅组有25 名工人 (占 26
.

5 % ) N C V 减慢
。

异常检

出率最高的指标是 S C V I ,

为21
.

2%
,

其 他 指 标 异

常检出率依次是
: D M L 1 2

.

7%
,

M C V S
.

3 %
,

S C V ,

2
。
1%

。

另外
,

同时对94 名接铅作业工人进行尿铅 测定
,

共中 5 名尿铅高于正常值的工人
,

N C V 检查均异常
,

其余89 名尿铅在正常范围的接铅作业工人 也 有 20 人

(占 2 2
.

4 % )N C V 减慢
。

3 讨论

铅中毒亚临床期可以有多个组织和器官的功能损

害
,

神经系统尤为敏感
。

W认d e b an k 认为
,

铅的神

经毒作用明显早于其他器官
,

其生物闭值很低
。

本文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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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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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4 9名无明显中毒症状的铅作业工人正中神经 C N V

检查结果发现
,

28
.

5%的已出现神经传导速度改变
,

特别是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减慢
,

因此
,

N C V 测定对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意义
。

测定 N C V 是检测铅中毒亚临床期神经病变的一

种敏感性较高
、

特异性较强的检查方法
。

尿铅测定虽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体铅吸收的状况
,

但尿铅的高

2 7 1

低还取决于机体肾脏的排铅功能
,
长期接铅作业的老

工人可因肾脏的排铅功能减弱而不呈现高尿铅
。

本文

结果表明
,

N CV 比尿铅有更高的异常检出率
,

为慢

性铅中毒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客观依据
。

综上所述
,

N C V 测定对慢性铅中毒的早期诊断

具有一定意义
。

但有关指标的选用和诊断标准的制定

还需进一步研究
。

铅对作业工人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

活 性 影 响 的 研 究

推侃苏魏沈阳医学院卫生毒理教研室 ( 1 10 0 31)

沈 阳 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张玉敏 李宏革 崔金山

目前铅接触的常用指标
,

如血铅 ( P b B )
、

尿铅

( bP U )
、

占一氨基酮戊酸脱水醉 ( A L AD )
,

红细胞游离

原叶琳 ( F E P ) 和血锌原叶琳 ( Z P P ) ,

是反映铅吸收或

血红素合成障碍的指标
,

均不能反映铅对造血系统以

外其他组织
、

器官的损害作用
,

而且每项指标也各有

其缺点
。

近年来
,

国外学者开展了寻找反映铅生物学

效应的酶学指标的工作
.

Y临h i n份 1 等人测定 了 职

业接触铅工人的全血 S O D 活性
,

发现当血铅浓度超

过 拼m of / L ( 30 “ g / d L ) 时
,

血中 S O D 活性明显下

降
。

然而血中 S O D 能否作为铅接触对机体损伤的诊

断指标或生物学监测指标尚需进 一步研究
。

本文 以蓄

电池厂的铅作业工人为研究对象
,

探讨铅对作业工人

红细胞 S O D 活性的影响
.

表 1 研究对象分组及基本情况

组别 ” 男 女 年龄 (岁 ) 工龄 (年 )

对照组 3 3 2 5 5 2 5
.

0 士 `
.

5 弓
.

5 士 2
.

1

铅接触组 2 5 2 2 3 2 6
.

0 士 4
.

0 4
.

3士 2
.

2

铅吸收组 3 0 2 7 3 2 5
.

4 士 3
.

7 3
.

! 士 2
.

3

铅中毒组 韶 2 8 4 2 5
.

6 土 4
.

3 4
.

3士 2
.

1

1
.

2
.

1 红细胞S O D 取耳血 5。川
,

用 20 即 I 蒸馏水

稀释作为溶血液
,

采用邻苯兰酚自氧化法 测定 其 活

性
,

一个活性单位相当于” .c 时
,

每分钟抑制自氧化

速率达 50 %时的酶量
。

1
.

2
.

2 血红蛋白 ( H b ) 用氰化 高铁血 红蛋白法测定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本文依据职业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

从

某蓄电池厂职业性健康体检的铅作业工龄在 7 年内的

工人中随机抽取铅接触者
、

铅吸收者
、

慢性轻度铅中

毒者共87 名
,

对照组为年龄
、

工龄
、

性别与接触者相

近的不接触任何毒物工人33 名
。

见表 1
。

1
.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2 结果

2
.

1 生产车间空气铅浓度 1 9 8 5一 19 9 1年全厂各车何

年平均浓度为 0
.

4 0 6一 0
.

75 0 11唱m/
, ,

z , 9 2年略有下

降
,

但仍波动在上述范围内
,

按铅生计
,

车间空气铅浓

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7
.

。~ 66
.

7倍
。

2
.

2 各接触铅组和对照组尿铅
、

尿 手A L A
、

红细胞

S O D 活性和 H b 测定结果 见表 .2

由表 2 可见
,

各接触铅组的 H b 值无明显变化
,

铅作业工人红细胞 S O D 活性明显下降
,

接触铅各组
衰 2 各接触组和对照组尿铅

、

尿 d
一
A L A

、

红细胞 S O D 活性和 H b 测定结果

组 别 尿 铅
(拼m o l / L )

尿 6
一

A L A

(拼m o l / L )
S O D

( U g/ H b)

H b

(g/
L )

对 服 组

铅接触组

铅吸收组

铅中毒组

0
.

1 0 8士 0
.

0 3 3

0
.

3 4 8 士 0
.

0 5 4

0
.

5 4 6土 0
.

0 94

0
.

9 9 8上 0
.

4 86

46
.

9 8土 5
.

1 6

4 1
。

4 0士 6
.

4 1

5 1
.

2 9士 14
.

4 0

1 10
.

8 9士 5 9
.

2 2

1 15 4
.

7 土 4 16
.

6

9 0 8
.

3土 3 3 3
.

8 .

6 8 3
.

4士 2 6 5
.

1二

6 0 5
.

9士 2 82
.

6二

14 2 士 1 1

1 4 3 上 1 6

14 0士 14

13 8 士 1 5

与对照组 比较
. P < 。

.

05 .. P < 。
.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