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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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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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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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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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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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7 2

SO D 活性下降与对照组的差异均 有显著性
,

其活性

变化与尿铅有 良好的剂量
一

效应关系
.

相关分析表明
:

红细胞 S O D 与尿铅
、

尿 手A L A 高度相关
, r 分别

为 一 0
.

47 和 一 0
.

3 0
.

3 讨论

S O D 是机休内杭氧化作用的重要酶系
,

在生理

条件下
,

能清除细胞内有害的过氧化代谢产物
,

阻断

脂质过氧化的链钱反应
,

从而起保护细胞膜结构和功

能完整性的作用
。

S O D 是一种金属醉
,

当铅进入体

内并达到一定浓度时
,

就会取代其活性中心的金属离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4年第 7 卷第 5 期

子
,

沁之失活
。

国内有人研究的铅作业工人脂质过氧

化作用结果表明
,

在尿铅浓度为。 .

3“ 之 。
.

1 8 5拼m ol / L

时
,

血中 S O D 活性明显受到抑制
。

由 于 S O D 与

衰老有密切联系
,

参照国内红细 胞 S O D 正 常 值 范

围
,

本实验选择研究对象年龄差异对 5 0 ,D 话性无 影

响
。

本文的研究结果提示
,

接铅工人各组 S O D 活性

明显下降
,

说明 S O D 是 一个较敏感的酶学指标
,

且

S O D 与尿铅呈良好的剂量
一
效应关 系

,

与 尿 铅
、

尿

手户d
J

A 水平相关
,

因而红细胞 S O D 可作为评价铅

作业工 人的生物学 监测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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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接触氯 乙烯作业工人神经系统临床体

征
、

神经肌 电图检查结果 的报道
,

对慢性氯 乙烯中毒

的诊断指标进行初步探讨
。

1 材科和方法

1
。

1 对象 选自某化工厂 接触氯 乙烯作业工人 48 ~ 59

人
,

工龄 1 ~ 2 4年
,

平均 10 年 ; 年龄 21 一 55 岁
,

平均

3 3
.

6岁
;
工种包括聚合

、

转化
、

叙 乙稀及其他
。

空气

中氛 乙烯浓度 9
.

4 2 ~ Z o
.

o s lr 唱 / m 3 ( 1 9 7 8~ 1 9 8 8 年均

值 )
。

对照组 为不接触氯乙烯的机关干部及勤杂工 32

~ 8 2人
,

年龄 20 一 60 岁
,

平均 艺7
.

5岁
。

1
.

2 检查 方法 神经系统临床检查按临床常规检查方

法进行
。

神经肌电采用 日本光电 M E M
ee

3 1 OZ 肌电图

机
,

在 8 月份盛夏季节
,

肤温 30
O

C以上
。

用同心针电

极进行
,

检查一侧伸趾短肌的肌电图和同侧胖总神经

的运动
,

神经传导速度及远端潜伏期
。

2 往资结果

2
.

1 神经系统检查 见表 1
、

2
。

2
.

2 肌电图 ( E M G ) 纤颤
、

正锐波形 在本组工人的

表 1 氯 乙烯作业工人神经系统主要症状

组别 例致 记忆力减 退 失眠 多梦 头晕 易激动 肢麻 多汗 乏力

对 照组

( % )

接 触组

( % ) :爪

3

9

3 3 .

5 5
.

9

3 3 .

5 5
.

9

2 9 .

4 9
.

12
.

5

1 8

3 0
.

5

1

3

34 .

三7
.

6
*37.62

.38.64

与对照组比 较 P < 0
.

01

表 2

组 别 例
`

数 舌颐

氯 乙烯作业工人神经系统主 要体征

睑顺 手颐 胶端痛觉减退 肢端触觉减退 碟部震 动觉减退 下肢肌力 减弱

几舀O公

对照组

( % )

接触组

(% )

3 2 6

1 8
.

7

1 5

2 5
.

4

3

9
.

4

l 3

2 2 ::
` 2

::
`

:;
’

OUOU

:

月任介Jó甘八甘,土J,,Ul卜d

. 与对照组比 较 P < 0
.

01

表现特点是波幅低
、

时限短
,

可能是神经末稍轻微损

窖的结果
。

两组伸趾短肌 E M G 比较见表 3
。

2
.

3 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 M C V )和远端潜伏期 ( D L )

见表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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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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