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围内
,

然而
,

作业工人仍出现神经衰弱症状增高
,

同时在神经行为功能特别是情感状态方面仍发生 明显

改变
,

故此
,

该标准是 否适合值进 一 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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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次调查的人 员还有 88 级 预防医学 系 学 生 祝 子

华
、

王 涛
、

黄起 壬
、

周永明
.

孙亚 明
、

廖永东
、

周蔚龙
,

在此一并

表示感 姗 1 )

铅对神经行为功能影响及其与血锌原 “
卜琳关系的探讨

河南省洛阳轴承厂职工医院 ( 4 7 1 0 39)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陈茂勋 李占国 尤庆 伟 郭 又五

高 琦 焦新彩

为 了探讨铅对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及与 1
.

2
.

2 生化指标测定 对全部行为功能受试者 进 行

血中锌原外琳 (z P P )含量的关系
,

我们采用W H O 推 血中Z P P含量测定
,

仪器采用西安产 X Y 一 C型血液荧

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七项指标 (N C T B)
,

对某 光计
。

并同时采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测定血红蛋白

蓄电池厂 182 名铅作业工人进行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

(H b )含量
。

同时做了血中Z P P含量的测定
,

并将神经行为功能各 1
.

2
.

3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受检者均严格按 W HO

项得分分别与血中 Z P P含量进行相关分析
。

N C T B 上的操作规范和指导用语分别作七项神经行为

1 对象和方法 功能检查
:

情感状态特征 (P O M S )
、

简单反应时间

1
.

1 对象 选择某蓄电池厂无明显临床症状的 铅 作 (PT )S
、

数字跨度 (D S )P
、

提转捷度测验 (MD T )
、

业工人 18 2名为接触组
,

其中男 77 名
,

女 105 名 , 年龄 数字译码测验 (D S Y )
、

视觉保留测验 ( B V P )
、

目标

1 9~ 5 0岁
,

平均 2 3岁 , 工龄 3 ~ 1 5年
,

平均 7 年
,
文 追踪测验 I ( P A I )

。

化程度
:
小学占20 %

,

初中占4。%
,

高中占4。%
。

另 2 结果

选择无毒害作业史的服务人员 82 名作为对照组
,

两组 2
.

1 车间空气中铅浓度 所测各点空气铅浓度 平 均

性别
、

年龄
、

工 龄及文化程度构成比接近 ( P > 。 .

0 5)
。

为 0
.

3” 士 。 .

3邪m g / m 3 ,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1 2
.

3倍
。

1
.

2 方法 2
.

2 血中Z P P含量测定 接触组血中 Z P P值为 6
.

39

1
.

2
.

1 车间空气铅浓度的测定 在接触组受检 对 象 土 4
.

49 “ g g/ I肠
,

对照组血中Z P P值为 2
.

78 士。 .

9即 g

有代表性的 6 个作业点 (制粉
、

溶铅
、

铸板
、

化成
、

/g U为
,

两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 .

0 1)
。

选片
、

装配 ) 进行采样
,

共 12 份样品
,

用贵阳产W FX 2
.

3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与血中 Z P P 含量分析

一
I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铅浓度

。

见表 1
。

衰 1 行为功能各项指标得分统计结果及与 Z P P相关 r值

项 目
对照组 ( n = a Z )

X S

接触组 ( n = 1 8 2 )

X S

t值 P值
接触组 ( n = 1 8 2 )

行为功能与 Z P P 相关犷值

萦张一焦虑

优郁一沮丧

债怒一敌意

有力一好 动

度 惫一惰性

困惑一迷茫

简 单 反应 时

数字跨 度

` 转 , 度
<

(平 均 )

利手

非利手

盆宇 译码

视 觉记忆

目标迫路 1 (正确 )

8
.

2 7

10
.

1 6

1 0
.

5 6

1 9
.

5 2

6
.

6 7

6
.

9 9

0
.

2 7 7秒

1 7
.

6 7

34
.

2 9

3 0
.

4 3

5 5
.

2 9

8
.

6 2

2 2 2
_

5 9

4
.

8 2

7
.

6 9

7
.

0 9

6
.

1 2

4
.

3 3

3
.

8 2

0
.

0 5 6

4
.

2 7

6
.

8 2

6
.

0 5

1 3
.

0 6

1
.

3 2

5 8
_

9 6

1 1
.

6 4

1 3
.

6 3

12
.

2 6

1 5
.

10

10
.

13

10
.

0 7

0
.

3 2秒

13
.

79

3 0
.

0 7

2 7
.

7 2

4 3
.

9 3

7
.

0 3

2 1 1
.

8 4

6
.

6 1

10
.

7 8

8
.

5 2

6
.

7 9

5
.

3 2

4
.

6 7

0
.

0 7 4

2
.

8 1

5
.

1 2

5
.

2 2

1 1
.

9 2

1
.

5 4

4 0
.

8

4
.

6 7 1 2

2
.

8 7 4 1

1
.

7 0 18

4
.

8 1 9 5

5
.

1 1 9 8

5
.

5 0 4 7

5
.

0 1 5 9

7
.

4 9 5 5

5
.

3 1 3 8

3
.

5 1 49

6
.

2 19 3

8
.

3 9 7 9

1
.

8 70 9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0 5

0
.

1 6 8 .

0
.

3 10二
0

.

20 9二
一 0

.

1 7 9 .

0
.

2 7 4二

0
.

1 50 .

0
.

14 7 .

0
.

10 1

一 0
.

1 94 .

一 0
.

17 6
.

一 0
.

1 6 4 .

一 0
。

1 4 9 .

一 0 1 53 .

注
.

X值除简单反应时外均为粗分 . 月 = 1 62
,

P < 0
.

05 二 n 二 1 8 2
,

P < Q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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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 以看出
,

铅作业工人除目标追踪 I 得分

外
,

数字跨度
、

提转捷度
、

数字译码
、

视觉记忆等项

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

而简单反应平均时间明显慢于对

照组
,

两组间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情感状态的 6 类

要素中
,

除愤怒敌意外
,

其它 5 类要素两组得分均有非

常显著性差异
。

接触组血Z P P含量与七项行为功能测

验得值相关分析发现
,

仅数字跨度一项测验得分与血

中Z P P含量不存在相关关系
,

其余六项测验得值均与

血中Z P P含量呈相关关系
。

3 讨论

本文结果表明
,

长期接触低浓度铅的工人的注意

力
、

反应速度
、

记忆力
、

提转捷度
、

视觉感知记忆及

心理稳定性等功能已受到一定影响
,

提示铅对作业工

人神经行为功能影响是肯定的
。

N C T B 可作为评价铅

作业工人神经系统损伤的合适指标
。

文献报道目前最有用的铅中毒筛检指标为 Z P P和

血铅
。

Z P P与血铅相比
,

铅接触者的血 Z P P含量与心

理朽为改变有更高的相关性
。

本文结果表明
,

铅作业工

人血 Z P P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

接触组血 Z P P含量与

七项行为功能测验得值相关分析发现
,

仅数字跨度一

项测验得值与血中Z P P含量不存在相关关系
,

其余六

项测验得值均与血中Z P P含量呈相关关系
。

其中数字

译码
、

视觉记忆
、

提转捷度和情感状态中的 有 力
一

好动

等项得分随 Z P P含量的增高而降低
。

情感状态中的紧

张
一
焦虑

、

优郁
一
沮丧

、

愤怒
一
敌意

、

疲惫
一

惰性
、

困惑

一
迷茫等项得分和简单反应平均时间均与血中 Z P P 含

量呈正相关
。

提示神经行为功能指标与血 Z P P同样可

做为评价铅作业危害的依据之
一 。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李建平
、

赵红斌
、
王 洪军

、

宋荣坡等

同志
,

致谢
。

)

健康成人静脉推注 E D T A 后尿铅值的观察

四川省绵阳市卫生防疫站 ( 62 1 00 0) 杨芳茂 龚尤隆

健康人群静脉推注 E D T A (依地酸二钠钙 ) 后

2 4小时尿铅值报道较少
,

笔者对绵阳市区 40 例健康成

人静脉推注 E D T A后 的尿铅值作了观察
,

现将结果报

告如
一

下
。

飞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
健康成人 40 例

,

均系就业前的体检者
,

合格后将从事铅作业工作
。

1
.

2 方法
: E D T A lg 加 50 %葡萄糖注射液 30 m l 排

尿后静脉推注
,

注射后发给经处理好的塑料壶收集 24

小时尿液送检 , 尿铅测定为
“

示波极谱催化法
” 。

2 结果与分析

4 0例观察对象
,

男性 22 例
,

女性 18 例
,

年龄在 1 6

一 35 岁之间
,

平均年龄 2 3
.

4岁
。

其尿铅值统计结果见

下表
。

男女间尿铅值比较
,

经统计学处理认为男女尿

铅值无差别 (t = 1
.

03
,

P > 0
.

05 )
,

故合并计算
。

该

资料频数分布呈正偏态
。

通过对数转换后 呈 正 态 分

4 0例健康成人驱铅后 24 小时尿铅值 (m g / L ) 统计

性别 例致 范 围 均值 标 准差

0
.

0 2 2 ee 0
.

0 9 1

0 0 16 ~ 0
.

0 8 9

0
.

0 4 5

0
。

0 40 :;{
合计 4 0 0

.

0 1 6~ 0
.

0 1 9 0
。

0 4 3 0
。

0 1 9

布
,

再经矩法正态性检验结果认为该资料总体服从正

态分布 ( u , x = 一 0
.

6 64 3
,

p )
、

0
.

2 , u g Z = 一 0
.

9 1 1 4
,

P > 0
.

2 )
。

尿铅值是 以偏高为异常
,

故选择入 + 1
.

6 4 55 值作

为单侧 9 5%正常值上限
。

本次观察结果均数为 0
.

04 3

m g / L
,

标准差为 0
.

ol g m g / L
,

求得 95 % 正常值上

限为 0
.

0了4 3 n l名/ L
。

故绵阳市区健康成人静 脉 推 注

E D T A 24 小时尿铅正常值上限可暂定为 0
.

o 75 m g / L
。

3 讨论

尿铅与血铅浓度和接触的空气中的铅浓度密切相

关
,

是反映铅吸收的指标
。

正常人每 日可有一定量的

铅经食物
、

饮水
、

空气进入体内
,

其量视不 同地区
、

生活习惯及环境污染等而异
。

1 9 8 6年国内有人作了绵阳市区 316 例正常成人晨尿

尿铅浓度的调查
,

其 95 %正常值上限为。 .

0 11 川g / L
。

与现行国家标准G B 1 1 54一 89 尿铅 ) 。
.

08 1119 / L 比较

偏低约 7 倍
。

本次观察结果与G B 1 1 5 4一 89 诊断性驱

铅试验后尿铅 》 。 .

3 In g / L 比较
,

偏低约 3 倍
。

可认

为绵阳市区正常成人尿铅值偏低
。

在职业病临床工作

中对铅中毒患者作驱铅治疗
,

尿铅降至 那个范围为正

常
,

可停止给药
,

本次观察结果认为尿铅值为 0
.

0筋

m g / L 时方可停止给药
。

几山UO
2
`.1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