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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对作业工人某些内分泌腺功能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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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研究发现铅吸收
、

铅中毒工人血中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 T 3 )
、

游离四碘甲状腺原

氨酸 ( F T ; 、
、

皮质醇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工人 ( P < 。
.

01 ) ,

且与尿铅
、

尿 小八工 A 含量呈明显负相关 ,

铅 中毒工人血中 T S H明显高于对照组工人 ( P < 。
.

01 )
,

且与尿铅
、

尿 占~
A L A 含量呈明显正相关

。

结

果提示
,

接铅工人体内铅负荷达铅吸收水平
,

但尚未产生中毒症状时就已影响了甲状 腺
、

肾上腺皮质

的分泌功能
,

说明某些内分泌腺对铅的损伤作用较敏感
,

铅损伤某些内分泌腺的功能可能是铅中 毒 的

重要机理之一
。

关锐词 铅吸收 铅中毒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 T 3 ) 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 (F T ,)

一般认为铅主要累 及 神 经
、

造 血 等 系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统
〔 ,

, ` ) 。

作者曾对 慢 性轻度铅中毒工 人某些内 1
。

1 研究对象 由职业中毒诊断小组依据职业

分泌嫁功能进行了研究
,

发现铅可损 伤 甲 状 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

从某蓄电池厂铅作业工龄

腺
、

肾上腺皮质的分泌功能
` 3 , 。

为进一步了解 在 6 年内的工人中随机抽取铅接触者
、

铅吸收

接触铅但尚未发生铅中毒的工人 内分 泌腺功能 者
、

慢性轻度铅中毒者共 89 人 , 对照 组 为 年

是否亦受损及其功能改变与尿 铅
、

尿 d
一

乃工 A 龄
、

工龄
、

性别与之相近的不接触任何毒物的

的关系
,

我们进行了本项研究
。

工人 35 人
,

研究对象分组及基本情况见表 1
。

衰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交王S D )

组 别 男 女 年龄 (岁 ) 工 龄 (年 ) 尿铅 (科
om l / L )

0
.

1 0 5 士 0
.

0 4 9

0
.

3 4 6 士 0
.

0 8 6

0
.

55 2 士 0
.

0 5!

0
.

9 9 6士 0
.

4 7 8

占
一

A L A (拜m o l / L )

4 7
.

2 2 土 8
.

2 1

4 8
.

4 2 士 6
.

6 9

4 9
.

10 士 1 3
.

7 6

1 1 2
.

5 0 士 5 8
.

9 0

H b ( g / L )

1 4 2 士 1 1

1 4 3 士 1 6

1 4 2 士 1 5

1 3 5士 13

碱较红细胞 (% )

2 5
.

0 士 4
.

1

2 6
.

0 士 4
.

0

2
`

盖
.

7 士 4
.

1

25
.

6 士 4
.

7

4
.

9 士 1
.

9

4
.

3 士 1
.

2

4
.

6 土 2
.

2

4
.

9 士 1
.

5

0
.

4 1 士 0
.

1 2

0
.

4 3 士 0
.

1 4 .

0
.

5 1 士 0
.

1 7

0
.

9 5 士 0
.

2 4

,三乃心8ùX60山介引̀勺̀对 照组

铅接触组

铅 吸收组

铅 中毒组

* 此数字为 11 例的平均值

!
.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对全部研究对象测定了

尿铅
、

尿占一L A
、

H b
、

碱粒红细胞
、

血中游离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 T
3

)
、

游离 四碘甲状腺原

氨酸 ( F T
.

)
、

皮质醇 ( F )
、

促甲状腺素 ( T S H )
。

空气铅
、

尿铅
、

尿参A L A
、

碱粒红细胞
、

血红

蛋 白均按国内统一方法测定
“ 〕 ; 血清 F T

, 、

F T
; 、

F
、

T S H应用放射免疫法
。

碱粒红细胞
、

H b 为

耳血
,
F T

3、

F T
. 、

F
、

T S H血样为禁食于上午 8 ~ 9

时采自上肢的静脉血
。

2 结果

2
.

1 车间中空气铅浓度 1 9 8 5~ 1 9 9 1年全厂各

车间年平均浓度为 0
.

4 06~ o
.

7 s o m g / m
, ,

1 9 9 2

年略有
一「降

,

但仍波动在上述范围内
,

按铅尘

计
,

车问空气铅浓度年平均超过国家标准 7
.

0~

1 5
.

6倍
。

2
.

2 血中 F T
3 、

F T
4

测定结果 血中 F T
3 、

F T
`

各组间经 F 检验差异均有高度显 著 性 ( P <

0
.

0 1)
。

经 Q 检验
,

铅吸收组工人
、

铅中毒组工

人血中 F T
3 、

F T
`

含 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工人

和铅接触组工人
,

铅 中毒组工人血中 F T
3、

F .T

亦明显低于铅吸收组工人
,

差异均有高度显著

性 ( P < 0
.

0 1) ; 接触组工人血中 F T
3 、

F T
.

含量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
。

将 铅作业工

人血中 F叭
、

F .T 值分别与其尿铅
、

尿吞A L A值

1
.

沈阳医学院毒理教研室 ( 1 1 00 31 )

2
.

沈阳医 学院附属二院内科

3
.

沈阳蓄 电池厂职 业病防治所

4
.

巾 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 医院同位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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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关分析
, r值依次为

一 。
.

5 6 5 3 , 一 。
.

6 22 1 ,

一 0
.

5 8 2 5
, 一 0

.

6 3 4 1
, r 值均有高度显著意义

( P < 0
.

0 1)
,

呈明显负相关
,

表明血中F T
3 、

F .T

含量随尿铅
、

尿 d一 A L A含量升高而明显下降
。

表 2 铅作业工人与对照组工人血中F T , 、

F T 4测定结果 (又土 S D )

例数

对 照组

铅接胜组

铅 吸收组

铅 中毒组

工龄 (年 ) F T 3值 ( p m of / L )

4
.

9 士 1
.

9 7
.

7 1 士 1
.

1 7

4
.

3 士 1
.

2 7
.

6 1士 1
.

1 1

4
.

6 士 2
.

2 6
.

4 2士 0
.

7 1二
4

.

9 士 1
.

5 5
.

1 3 士 1
.

5 4二

F T ;值 ( Pm ol / L )

2 2
.

47 士 4
.

5 7 1

2 2
.

2 34士 5
.

6 6 7

1 8
.

8 5 1 士 2
.

6 63二
1 5

_

0 8 8士 3
_

8 2 7二

ù勺一ó,山O白八J,自nOC口

二 与对照组比 较 P < 0
.

0 1

2
.

3 血中T S H
、

皮质醇测 定 结 果 从 表 3 可

见
,

铅中毒组工人血中 T S H 含量明显升高
,

各

组间经 F 检验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

0 1)
。

经 Q检验铅中毒组工人血 中 T S H 含量与其它

三组间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

0 1) ;
其它

各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血中皮质

醇含量各组间经 F 检验差异有极高度 显 著 性

( P < 0
.

00 1)
。

经 Q检验铅吸收组
、

铅中毒组血

中皮质醇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和铅接触组
,

差

异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

0 1) ; 接触组与 对照组

间差异无显著性 ( P > 叮
.

0 5)
。

将铅作业工人
.

血

中 T S H
、

皮质醇含量与其尿铅
、

尿手A L A含量

进行相关分析
,

血中 T S H与尿铅
、

尿 手 A L A

的相关系数为 0
.

4 062 ; 0
.

6 8 0 2 ;
血中皮质醇含

量与尿铅
、

尿手A L A的相关系数为 一 0
.

6 5 2 5
、

一 0
.

6 8 3 3 , r
值均有高度显著意义 ( P < 0

.

0 1 )
。

结果表明铅作业工人血中 T S H含量随尿铅
、

尿

占
~

妈工A升高而明显上升
,

呈明显正 相 关
,

而

皮质醇含量随尿铅
、

尿 d
一

A L A 升高而下降
,

呈明显 负相关
。

裹 3 铅作业工人与对照组工人血中T S凡 F测定结果 (X 士 S D )

组 别 例数 工龄 ( 年 ) T :S H值 (m IU / L ) 皮质哪值 ( n m ol / L )

1 3 0
。

2 1 士 2 1
。

6 5

1 30
.

1 0士 2 4
。

3 6

1 1 3
.

4 3士 1 8
.

2 3二
7 7

.

9 1士 1 4
_

三0二

八甘八甘J丹 任OJ叹,O八甘O公丹r4
.

9 土 1
.

9

4
.

3土 1
.

2

6士 2

9 士 1

2
.

4 60 土 1

2
.

4 8 0 士 0

2
.

9 9 5 士 0

3
.

9 7 3 士 1 9 8 5二

35253232对照组

铅接触组

铅吸收组

铅中毒组

与对照组 比较 P < 0
.

01

3 讨论

血中 T
3 、

T
4

绝大部分以结合状态存在
,

真

正发挥生物活性的只是极小部分的 F T
3 、

F T
. ,

测定血中F T
3、

F T
4

更能反映甲状腺的功能状

态
。

结果表明
,

铅吸收
、

铅中毒 组 工 人血中

F T
3 、

F T
.

含量与其尿铅
、

尿 参A l洁 呈明显负

相关
,

提示铅吸收及铅中毒组工人血中 F叭
、

F T
4

下降可能是机体铅负荷升高所致
。

铅吸收

组工 人除尿铅升高外
,

其他各项指标均与对照

组和铅接触组差异无显著性 ( P > 0
.

05 )
,

提 示

甲状腺对铅的损害作用较敏感
。

铅致 甲状腺分

泌功能下降其机理可能是铅损伤了甲 状 腺 腺

抱
,

使其分泌功能受损
,

也可能铅和参与甲状

腺合成的摄碘疏基酶的琉基结合
,

抑制酶的活

性
,

使甲状腺摄碘能力
一

下降
,

甲状腺素合成减

少
,

致血中 F T
, 、

F T
.

下降
`” 。

本研究结果表明铅中毒组工人血中 T S H明

显高于对照组
、

铅接触组和铅吸收组
;
铅作业

工人血中T S H与其尿铅
、

尿吞魂 L A 含量 呈 明

显正相关
,

提示体内铅负荷增加可能引致血中

T S H 含量升高
,

亦即由于铅 损伤了甲状腺功

能
,

使血中F T
3、

F .T 下降
,

使其对垂体前叶的

负反馈作用减弱而使 T S H代偿性升高
〔` , 。

本研究发现
,

铅吸收组
、

铅 中毒组工人血

中皮质醇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和铅接 触 组 工

人
,

且与其尿铅
、

尿 子A L A 含量呈明显负相

关
; 而铅吸收组工人的尿 占

-

A L A
、

碱粒 红 细

胞
、

H b 值均与对照组和铅接触组差异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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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P > 0
.

5 0)
,

提示肾上 腺皮质对铅的毒作用

亦较敏感
。

综上所述
,

甲状腺
、

肾上腺皮质对铅作用

较敏感
,

而铅对某些内分泌腺的损伤作用可能

是致铅中毒的重要机理之一
,

因此
,

在铅中毒的

防治中不应忽视其对内分泌系统的损害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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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肿瘤医院

患者男
,

47 岁
,

某军工厂磷化工
,

接触用料马 日

夫盐 (含锰 55 ~ 80 % )
、

碳酸锰
,

工艺过程 需 加 热

1 5 00C 以上
,

产生大量烟雾
,

每日工作 5一 6小时
,

本

作业工龄 17 年
,

同工种 1人
, 1 9 8 6年转产后不接触毒

物
。

因左眼视力逐渐减退至失明
、

阵发性震颤 3 年
,

近半年来渐呈痴呆状态
,

于 1 9 9 2年 7 月 15 日入院
。

息者自 1 9 8 9年始渐感左眼视物不清
、

头痛
、

阵发

性四胶无力
、

震颤
、

嗜睡
。

近半年来发现行为异常幼

稚
,

有时意识模糊
、

言语错乱
,

违拗
、

不吃饭
,

饭在

口 中不咽
。

近一个月来病情明显加重
,

四肢僵硬
、

走

路困难
,

大小便失禁
,

自玩大便
,

有时家人及同事也

不认识
,

记忆力明显减退
。

曾在医大一院 就 诊
,

脑

C卫眼 示小脑萎缩
,

因怀疑与职业有关转入我院
.

家

族中无类似神经精神疾患史
。

入院体检
:
慢性病容

,

消瘦
,

扶持入病房
,

胡言乱语
,

呈痴呆状态
,

巩膜黄

染
,

皮肤散在皮炎样改变
、

脱皮
,
心

、

肺无异常
,

腹

平软
,

肝右锁中线上界第六肋间
,

肋 下 1
.

sc m
,

质韧
,

脾未打1及
,

双手背部皮肤暗黑色
。

神经系统
:
眼睑震

颤 ( +)
,

舌震预 十 )
,

双手呈粗大震颤
,

记忆力
、

计

算力
、

判断力
、

定向力明显低下
,

双 眼可 见指数
,

金

身僵直状
,

四肢肌张力明显增高
,

肌 力W级
,

双 跟

腆反射消失
,

余腔反射对称亢进
,

双侧 aB b如因匕 征

( + )
,

双腕关节以下
、

小腿下 1 / 3 以下痛觉迟钝
,

指弃试

验不正常
,

轮替运动笨拙
,

OR m be
r g氏征 ( + )

。

眼料

检查
:

R
: 4

. 。 , L : 4
.

1 ,

诊断双眼视神经萎缩
。

辅助

检查
:
尿 M n 0

.

18 拼几旧】/ L
,

驱锰后 2 4h尿锰正常
,

血

M血 0
.

日1拼
mo l / L

,

发 M
x l

.

o
.

37 7 11 19 / 2 0 09
,

血胆碱醋

酶 4u/ 刘
,

肝功 A L T 53u/ L
,

B IL 57
.

74 “功力1/ L
。

心

王玲安 李 伦 蒋淑珍 徐 雯

边长林

电图
:

心肌劳损
。

肌 电图
:
右正中神经感觉传导速度

减慢
,

为 4 8
.

9m s/
,

右排总
、

胫 神经运动传导速度

减慢
,

分别为 33
.

7m s/
、

36
.

5m s/
,

右胖总远潜伏期延

长
,
为 7

.

4m s/
。

1 0 9 1年 1 月 1 4日脑 C T
:

桥池
、

鞍上

池
、

环池及四叠体池均有增宽
,

小脑脑沟也见增宽
。

经采取综合治疗措施
,

三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
,

思维

接近正常
,

记忆力
、

定向力
、

判断力
、

计算力均明显

好转
,

生活自理
。

体检
:

手指震颤 ( 士 )
,

上肢肌张力

正常
,

下肢肌张力略高
,

肌力正常
,

双侧膝反射对称正

常
,

双跟健反射对称减弱
,

左侧 B冶b isn ik 征有时阳

性
,

指鼻试脸正常
,

轮替运动较灵活
,

闭 目难立征

( 一 )
,

四肢末梢触痛觉正常
。

双眼视力也有所恢复
。

讨论 在生产条件下
,

锰烟主要经呼吸道入体
,

且优先积累在富有线粒体的器官— 肝
、

胰
、

肾
、

心和

脑
,

中枢神经系统贮留的锰比其他器官贮留的时间较

长
,

在豆状核和小脑贮留比其他脑组织多
,

且锰从脑

的排出慢于全身
。

本例锰中毒神经系统主要病变在豆

状核
、

大脑
、

小脑
、

脊髓和周围神经
。

休内锰主要随粪便排出
,

尿排出少量
。

贮留在组

织内的锰排出较迅速
,

研究表明一些脱离了锰接触的

慢性锰中毒病人
,

体内锰的贮留明显地较继续接触锰

的未发病工人为低
,

但是慢性锰中毒是一个以锥体外

系损害表现为主的慢性进行性疾病
。

慢性锰中毒病人

在脱离接触后如不积极治疗
,

病情仍继续进展
。

本例经驱锰
、

能量合剂
、

细胞色素 C
、

脑活素
、

维脑路通
、

肌普
、

B族维生素 (除外 B , ) 及 维生素

C静滴
, 口服安坦

、

脑复康等
,

配合高压 氧
、

对症等

综合治疗
,

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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