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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吸收量与白细胞水平关系的探讨

蔡章金
“

陈笃生
,

蔡 毅然
’

长期接触低剂量苯可导致机体白细胞数下降
。

目

前多以区域采样的瞬时浓度或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来评

价苯 作业环境
,

借以估测人体 的接触水平
。

但终 因工

种
、

接触时间
、

劳动强度及个体情况各异而难以评定

接触者个体的实际吸收量
。

本文试图以个体苯吸收量

指标来探讨与白细胞水平的关 系
,

为 接触水平
一
效应

关系研究及保护职业人群健康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混苯接触者 52 人
,

其中女 27 人
,

工龄 6 ~ 15 年
,

平均 9
.

8年
。

在工作日上午班中
、

下午班中
、

班末
、

第二天班

前采集作业者终末呼出气样 (C a )
,

收集当 日班末尿液

(Q 习
,

并在相应时点上用注射器 采集呼吸带空气样

10 o m l
。

上述样品均用 G今 gA 气相色谱仪分析样品

中苯浓度
。

以常规方法取作业者指端血计白细胞数
,

每年检

查一次
,

以其连续工作满 5 年后的白细胞均值作为其

平均水平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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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

1 环境监测结果 见表 1
。

2
.

2 苯吸收量与白细胞水平及其相关性 见表 2
、

表 3
。

表 2 受试者苯 吸收量与 自细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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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终末呼出气
、

尿中苯浓度与

白细胞水平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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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接触剂量
一
反应 (效应 ) 关系是评价生产环 境 状

况
,

制定或修订卫生标准的重 要依据
。

但是要确定一

个作业者的真正接触剂量并非易事
。

因此
,

寻找机体

对毒物的吸收量指标与其效应关系 间的指标进行评价

是十分重要的
。

诸多的文献资料报道了环境空气中苯浓度与其在

呼出气
、

尿中浓度相一 致
。

肺泡气
、

尿液中的苯浓度

与其相应脏器末端毛细血管中苯的分压力是平衡的
,

后者又与身体各组织器官间相平衡
。

因此
,

检测呼出

气
、

尿中苯浓度可反映机体的吸收水平
,

并且劳动环

境状 况
、

劳动强度
、

机休健康情况均可得到反映
,

是

机体吸收量指标
。

本文的结果显示作业者上午班中
、

下午班中
、

班末
、

第二天班前终末呼出气及班末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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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内对生产环境共检测 22 个样品
,

其平均浓度

低于本调查结果
,

可能由其选点不固定所致 ; 就粘胶工

种环境浓度米看
,

两 者比较接近
,

所 以本调查所得结

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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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区分年龄与工龄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在稳定的职业人群中年龄与工龄往往存在着高度

相关的关系
,

这是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常见的现象
。

当某一疾病的发生与年龄有关
,

同时又与职业暴露长

短 (工龄 ) 有关
,

无论采用现有的单因素分析或多因

素分析方法都不能区分两者各自对疾病危 险性 的 大

小
,

助g讨允 回归也没有这种能力
.

但在 某些 情 况

下
,

可 以利用合并暴露强度和暴露时间来消除年龄与

工 龄高度相关的关系
,

进而利用助g ist ic 回归分析年

龄和职业暴露各自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

在噪声与高

血压关系的研究中工人的年龄与工龄高度 相 关 (r =

0
.

97) ,
造成这两个变 量在 oL igs t ic 回归中产生多元

共线性
,

致使无法客观地分析年龄和噪声暴露年限与

高血压的关系
。

在进一步研究中利用等能量公式将噪

声强度与噪声暴游年限合并为累积噪声暴露量
,

此时

年龄与累积噪声暴露量的相关性明显降低 (r 二 0
.

4 1 ) ,

再用1丈召诚 ic 回归就可以同时分析年龄与噪声基露各

自与高血压的关系
。

6 对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的影晌

玩乡跳 ic 回归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多因素统

计方法
,

必然会影响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设计
。

它的影

响首先表现为设计时应考虑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
,

设

计调查表时要全面考虑
,

以保证在分析资料时既可以

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
,

又可 以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
。

样本量设计的原则是
: 1丈 g) ist ic 回归研究所需的样本

量 以每一个危险因素与所观察的疾病进行单因素分析

够用即可
。

劫g ist ic 回归可以完全代替分层分析的方

法而不需要增加样本量
。

设计时应尽量避 免 配 对 设

计
,

因为配对研究的设想很好
,

但实际应用时往往难

以找到合适的对子
,

使许多资料无法使用
。

同时
,

配

对设计可 以控制的棍杂因素一般不超过三个
,

过多的

控制因素可以造成
“

过度配对
” ,

也会造成偏倚
。

一

般情况下选择成组设计比较合理
,

只要保证各组在主

要混杂因素方面保持基本均衡即可
。

但特别要注意设

计调查表时一定要包括所有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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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分析时考察和校正
。

采用成组设计的方法对研究

对象的选择可 以相对放宽
,

只要职业暴露情况清楚
、

各项资料齐全都可 以作为研究对象
。

相对 小 的 样本

量
、

比较宽松的选择研究对象的条件和避免做配对调

查
,

是助9 .151 记 回归给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带来的

有利条件
,

可 以使我们在更加宽阔的领域内更加 自由

地开展研究
。

7 L o g is t ic 回归的块点和应注愈的事项

L o g讨记 回归有许多优点
,

但它并不是十全十美

的
。

多元L og 玉st le 回归要求每一个进入模型的研究对

象的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有可靠的信息
。

如果 出现缺失

值
,

该研究对象将被删除
。

因此
,

缺失很多 的数据不

宜用 I力g i st 记 回归进行分析
。

L o g峨 ic 回归模型允许

不 同类型 的变量作为危险因素同时进入模型
,

但只允

许 二分变量作为结果在模型中出现
。

如研究高血压时

每个人的血压都有实际测量值
,

但在助 g j峨 ic 回归中

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研究对象区分为高血压和非高

血压
.

这样做实际上丢失了一部分信息
,

使研究所需

要的样本量增大
。

L og ist ic 回归特别适用于多种危险

因素造成一种疾病的研究
。

但某一个危险因素与疾病

的联系太强烈
、

样本量又相对较小时
,

这个危险因素

不存在时可能没有一个研究对象得病
,

不能计算 O R

值
,

不能用助 g ist ic 回归
。

在做 乙唱城犯 回归分析之

前要做好单因素分析
,

因为多元 I刀g岌抢知 回 归分析往

往要参考单因素分析的结果
。

某些功g峨 ic 回归分析

程序可以自动根据一定的规则筛选变量
,

但这种方法

容易出现失误
,

最好采用人工干预的方法一步一步分

析
。

这样虽然慢一些
,

但可 以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和

专业知识
,

分析的结果比较符合实际 情况
。

L o g ist ic 回归在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刚刚

开始
,

还有许多间题有待探索
。

我们希望能够合理地

使用这种方法
,

以达到加快职业流行病学 研 究 的 速

度
、

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
。

(参考文献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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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浓度均与其个体白细胞水平密切相关
。

笔者以为当

日下午班中或班末终末呼出气及班末尿中苯浓度可视

为当日的接触水平
,

第二天班前呼出气中的苯浓度可

视为苯在机体内的蓄积水平
。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此环境中工作的52 名作业工

人的白细胞计数均值呈逐年渐降趋势
。

在工龄》 5 年

后的 168 人次检查中
,

W B C ( 4 义 1。 ,/ L者 n 人 次
,
4 x

10 ,一 4
.

5 x 10 ,
/ L者 26 人次

,

其均值水平比工龄 < 5

年值明显降低 ( P < 0
.

0 1)
。

本次调查的班末
、

第二天

班前终末呼出气及班末尿中苯浓度均值均高于笔者曾

提出的生物接触限值
。

为 了更好地保护作业者健康
,

有必要研究制订苯及其代谢物在呼出气及尿液中的生

物接触限值
,

配合最高容许浓度值一起运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