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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用于矽肺早期诊断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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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对X 线诊断为矽肺 I 期的39 名患者和 31 名无尘肺 0+ 者进行了六项生化指标的侧定
,

结果

经方差分析
,

矽肺 I 期组的血清铜蓝蛋白 (C )P
、

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测定值高于 。
小

组
,

血清丙 二

醛 (M D A )含量低于 +0 组
。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
,

以上三项指标有助于区分矽肺 I 期和 +0
。

矽肺 I 期组尿轻

脯氨酸 ( H Y )P
、

血清铜
、

锌含量与 。+

组无显著性差异
。

判别分析表明
,

血清 C P
、

S O D
、

M D A三项指标

建立的判别方程与矽肺 I 期的X 线诊断符合率为89
.

7 %
,

与 。今的X 线诊断符合率为 91
.

4 %
。

据此认为
,

血

清C P
、

S O D
、

M D A可以做为辅助矽肺早期诊断的指标
。

关工词 矽肺 铜蓝蛋白 超氧化物歧化酶 丙二醛

关于矽肺病人生化指标改变的报告很多
,

工龄 32 年
。

( 3 ) 正常对照组 37 例
,

平均年龄

但其用于矽肺病人早期诊断使用价值的研究却 60 岁
。

各组均为男性
,

正常对照组无生产性粉

不多见
。

本实验使用近年国内外报告较多的血 尘接触史
,

其余二组受检者均为铁路隧道开凿

清铜蓝蛋白 ( C P )
、

尿经脯氨酸 ( H Y P )
、

血清超 工
,

各组平均年龄无统计学差异
。

氧化物岐化酶 (s O D )
、

丙 二醛 ( M D A )
、

微量元 1
.

2 方法 对苯二胺盐酸盐法测定血清 C P
、

索铜
、

锌六项生化指标
,

对 X线胸片诊断为矽 氧胺 T法测尿H Y P
、

连苯三酚自氧化速率法测

肺 I 期的病人和无尘肺 O
十

者同时进行测定
,

血清 S O D川
、

硫代巴比妥酸法测血清M D A
〔 , 〕 ,

采用逐步回归和判别分析的方法
,

试图筛选出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血清铜
、

锌
。

测 定 结 果 用

有助于矽肺早期诊断的指标
。

J B
一 4 86 电子计算机和有关统计学软件进 行 方

1 对象和方法 差分析
、

逐步回归和判别分析统计
。

1
.

1 对象 分为三组
:

( 1 ) 矽肺 I 期组 39 2 结果与讨论

例
,

平均年龄 61 岁
,

平均接尘工龄 9 年
。

( 2 ) 2
.

1 各组六项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见表 1
。

无尘肺 O
+

组 31 例
,

平均年龄 5 8岁
,

平均接尘

裹 1 各组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 X 士 s)

矽肺 I 期 ( n 二 3 9 ) 0
今

( ” = 3 1) 正常对照 ( n 二 37 )

血清 C P ( u / d l ) 2透0
.

1 士` 4
.

4二吞直 l a 6
.

8 士 45
.

0 1 , 0
.

3士 4 5
.

`

尿 H Y P ( p m
o l / L 、 13 2

.

0 士 3 9
.

7` 奋 13 2
.

8士 4 5
.

0 b 吞 1 0 4
.

5 士 36
.

6

血清 S O D ( u / m l ) 3 6
.

0士 4
.

6二 △ A Z ,
.

1士 4
.

5 3 2
.

8士 5
.

0

血清 M D A (产m o l / L ) 3
.

5 0士 0
.

6 8 . 吞 4
.

6 7士 1
.

2 1吞▲ 3
.

1 7士 0
.

5 3

血清 C u (料 m o l / L ) 22
.

1土 6
.

3 2 0
.

5土 3
.

2 2 0
.

5士一 7

血清 Z n 伽 m o l / L ) 1 6
.

8土 3
.

1 16
.

8土 3
.

1 工8
.

3士 4
.

6

与 0
今

相比
,

.P < 0
.

QS ,
二 P < 0

.

0 1 与对照相 比
, A P < 0

.

0 5 . ` b P < 0
.

0 1

矽肺的早期诊断主要在于区分 O
+

和 I 期
。

促进胶原合成纤维时共价交联
,

矽肺病变时胶

从方差分析可见
,

矽肺 I 期组血清C P
、

S O D 活 原纤维进行性增生
,

此反应所必须的C P 活性

性与M l〕A含量与 O
+

组有显著性差异
,

实验结 增高
。

石英具有引发脂质过氧化的能力
,

从而

果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 一 , ,

这三项指标有可 导致机体反馈调节生成大量抗氧化的歧化酶
。

能做为区分矽肺 I 期和 O
+

的有效指标
。

C P 可 矽肺 I 期组尿 H Y P 及血清铜
、

锌含量与 O
+



组无实际上的差异
,

不可能做为区分二者的指

标
。

2
.

2 适用于矽肺早期诊断指标的选择

2
.

2
.

1 六项生化指标的逐步 回归分析 将 。 十

和 I 期矽肺的六项生化指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a( 取 0
.

05 水平 )
,

结果见表 2
,

只有血清

C P
、

S O D
、

M D A三项指标入选
,

有助于区分矽

肺 I 期和 O
+ ,

故以这三项指标为依据
,

探讨其

用于矽肺早期诊断的价值
。

2
.

2
.

2 血清C P
、

S O D
、

M D A 单项指标与X 线

诊断符合情况 以 。 +

组血清 CP
、

S O D
、

M D A

的 X 士 2 5为正常范围
,

超过此范围为 I 期
,

否

则为 O
十 ,

各指标与X 线胸片诊断符合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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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的真阴性率 (特异度 ) 很高
,

而

真阳性率 (灵敏度 ) 不高
,

说明这三项指标在

。 十

和 I 期间虽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但

二组各指标间的重叠部分较大
,

单独用于矽肺

诊断时与X 线诊断的符合率较低
,

效 果 不 理

想
。

裹 2 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结果

入选 指标 入选顺序 F值 P

血清 C P

血清 S O D

血清 M D A

3 7
.

7 5

4 8
.

8 1

2 0
.

7 2

< 0
.

0 1

< 0
.

0 0 1

< 0
.

0 1

裹 3 血清 C P
、

S O D
、

M D A单项指标与X 线诊断符合情况

矽肺 I 期 ( 九 = 3 9 ) 0
.

( n 二 3 1)

符 合人数 真 阳性率 ( % ) 符合人数 真 阴性率 ( % )
约登指数 .

血清 C P 1 2 3 0
.

7 2 9 93
.

5 0
.

2 4 2

血清 S O D 17 月3
.

6 3 0 9c
.

8 0
.

4 0 4

血清 M D A 1 8 2 0
.

5 3 0 96
.

8 0
.

17 3

约登指 数 = 真 阳性率 十 真阴性率 一 1

2
.

2
.

3 血清 C P
、

S O D
、

M D A 三项指标串联或 偶然误差带来的偏倚
,

诊断的可靠性强
。

但串

并联时与X 线诊断的符合情况 三项指标 串联 联时真 阳性率偏低
,

显然在临床上使用价值不

使用
,

指受检者三项指标全部超过前述正常值 大
。

三项指标并联时诊断符合率有所提高
,

但

才算与矽肺 I 期X 线诊断符合 ; 并联使用指三 指标简单并联使用
,

干扰因素和偶然误差也随

项指标中任一项超过正常值即算与矽肺 I 期 X 之增大
,

诊断结论的可靠性小
。

事实上
,

三项

线诊断相符合
,

结果见表 4
。

三项指标 串联使 指标并联使 用时
,

诊断符合率也未达到满意程

用
,

真阴性率高达 10 0 %
,

可排除干扰因素和 度
。

裹 4 血清C P
、

S O D
、

M D A三项指标串联或并联时与X 线诊断的符合情况

矽 肺 I 期 ( n 二 3 9) 0
.

(儿 = 3 1 )

符合人数 真 阳性率 ( % ) 符合人数 真 阴性 率 ( % )
约登指数

指标串联

指标并联

1 5
.

4 3 1 1 0 0

7 1
.

9 27 87

0
.

15 4

0
.

5 8 9

2
.

2
.

4 矽肺患者血清 C P
、

S O D
、

M D A 的判

别分析 运用判别分析的方法
,

比较血清 C P
、

S O D
、

M u A对矽肺 I 期患者和 。十

的判别率
。

以这三项指标的不同组合分别建立判别公式
,

将测定结果代入公式
,

按判别标准值将观察对

象分类
。

判别公式 和结果见表 5
。

利用 电子计

算机对矽肺病人血清 C P
、

S O D
、

M D A 三指

标建立的判别方程 与受检者X线诊 断的 符合

率
,

无论是三项指标组合
、

二项指标组合或单

项指标使用
,

均优于常规统计方法或三项生化

指标简单的串联或并联使用
。

三项指标组合建

立的判别方程对矽肺 I 期和 O
十

的诊断符合率

最高
,

基本达到临床辅助诊断的要求
,

说明血

清 C P
、

S O D
、

M D A 三项指标对矽肺的早期诊

断具有重要意义
。

从表 5 可见
,

使用血清C P
、

S《〕D 两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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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5血清C只 O SD
、

h江玻三项指标的判别分析

今敬约指刘 别

标 准 值

回 代封别结果 《% 》

刘别方程式 I 期 0
.

真阳性率 真阴性率
总符合率

标指 合组

C P ( x :( )r ) Y
二 0

.

0 2 6 4 xi

O D S( xZ )( 2 ) Y二 0
.

3 1 5 8x2

MD A( x3 )( 3 ) Y二 0
.

9 2 03 x3

C P +
SO D ( 4 ) Y= 0

.

0 4 1 9 xi +0
.

4 3 3 5牛2

C P + MD A( 5 ) Y= 0
.

0 2 6 9 xi 一 0
.

9 4 3 9 x3

SO D + MD A( 6 ) Y二 0
。

2 9 54 x2 一 0
。

7 87 9之 3

C P + SO D ( 7 ) Y二 0
.

0 4 17 xi +0
.

4 3 2 6 x2

+
MD A一 0

.

7 6 9 1 x3

5
.

6 9 2 3

1 0
.

4 0 1 1

3
.

7 0 1 4

2 3
.

9 817

2
.

0 06 4

6
.

54 1 1

2 0
.

1 57 7

6 4
.

1

7 4
.

4

84
.

6

87
.

2

84
.

6

4 8
.

6

89
.

7

7 4
.

2

3 8
.

9

6 4
.

5

9 0
。

3

0 8
.

0

6 8
.

6

7 8
.

0

7 5
.

7

8 8
.

6

82
.

8

84
.

3

9 1
.

4

0
.

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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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9

9 3
.

5

标组合与三项指标组合的结果相近
。

为实际工

作方便计
,

可只选择血清 C P
、

S O D 二项指标

组合建立的数学模型做为矽肺早期 诊 断 的 指

标
。

国家
“

八
·

五
”

攻关课题 《矽 肺 治 疗 研

究》 ,

也把C P
、

S O D 做为疗效评估指标的规

定项 目
,

与本研究结论一致
。

本文通过判别分析证实
,

使用血清 C P
、

S O D测定结果建立的数学模型可做为矽肺早期

诊断的指标
,

今后还需扩大病例继续验证
。

郭

维新等曾用类似方法研究矽肺动物早期诊断的

生化指标并判断药物疗效
` ’ 〕 ;

刘开宙也认为利

用生化指标建立矽肺早期诊断的数学模型是可

行 的
〔 , 。 , 。

在 X 线检查的基础上
,

结合职业史和

生化指标的综合改变
,

能有助 于矽肺的早期诊

断
,

尤其对多年未能确诊的无尘肺 O
+

者更有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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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管道抽风治理混苯危害效果评价

福建省龙岩地区职业病防治院 ( 364 。。的 张 力增 郑干泉

龙岩地区某玩具厂喷漆车间
,

1 9 9 1年安装了双侧

管道抽风排毒系统
,

在安装前后分别测量工人呼吸带

混苯浓度
。

安装前侧量 13 个点
,

苯
、

甲苯
、
二甲苯浓度

均值分别为 98
.

6
,

3 36
.

5 ,

48 6
.

8( m g / m 3 )
,

均超过国家

卫生标准 , 安装后侧量 10 个点
,

苯
、

甲苯
、

二甲苯浓度

均值则为 2
.

8
,

1 2
.

5
,

1 6
.

4( m g /m
, )

,

有毒气体比安装

前有较大的下降 (国家车间空气浓度卫生标准苯
、

甲

苯
、

二甲苯分别为 4 0
,

1 0 0
,

l o o m g/ m
, )

。

由此可见
,

采用双侧管道抽风排毒系统对于降低

车间馄苯浓度
,
保护喷漆工人健康是行之 有 效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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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n a t l o n

e q u a t 一o n o f
s 一11 e o s l s e a s e s “ s t a g e l

” a n d I n

“ s t a g e o
一 ” w e r e 8 9

.

7 % a n d 9 1
.

4 %
.

o f r a d l o -

l o g i e a l d ia g n o s l s r e s p e e t l v e l y
.

A e e o r d i n g t o a l l

a b o v e r e s u l t s , t h e l e v e l s o f s e r u m C P
,

S ( ) D

a n d M D A m a y b e u s e d a s s u p p l e
m

e n t a r y i n -

d ie e s
f o r e a r l y d ia g n o s l s o f s l l l e o s l s

.

K e y w o r d s : s i l ie o s i s , e e r u
l o p l a s

m i n , s u -

p e r o x i d e d i s m u t a s e ,

m
a lo n d l a l d e h y d

e

T h e C o m P a r i s o n o n o b s e u r e d D e g r e e b y

o v e r l a P P e d S h a d o w s b e t w e e n H i g h a n d L o w

K i l o v o l t a g e C h e s t R a d i o g r a P h s

S u n C h e n y e , e t a l

T h e p o s t e r i o a n t e r i o r e h
e s t r a

d l o g
r a p h

s

o f 9 0 p a t i e n t s w e r e r a n d o l n l y t a k e n w i t h b o t h

h i g h a n d l o w k V t e e h n i q u e i n t h e s a
m e d a y

f o r o n e p a t i e n t
.

8 6 p a i r s o f t h e m w e r e e o m p a -

r a b l e i n t e e h n i q u e q u a l l t y
, t h e o b s e u r e d a r e a

a n d d e g r e e b e t w e e n e a e h p a i r o f r a d ie g r a p h a

w e r e e s t 一m a t e d b y a s e m i g u a n t l t a t iv e m e t h o d

a d o P t e d f
r o m t h e r e l a t i v e o b s e u r a t i o n d e f一n l -

t l o n
.

T h e :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o n l y 5 3 % o f

p u l m o n a r y p a r e n e h y m a I n f o r m a t i o n m i g h
t r e -

t a i n i n l o w k V r a d l o g r a p h s ,

b u t 7 2 % i n t h a t

o f t h e h i g h k V
,

w a s 3 6 % in e r e a s , d e o m p a r i n g

w i t h l o w k一l o v o l t a g e r a d l o g r a p h s
.

T h e r e s u l t

s u g g e s t s t h a r t h
e

h i g h k V t e e
h n i q u e m a y e f f i

-

e i e n t l y l o w e r t h e o b
s e u r a t io n o f t h e o v e r -

l a p p e d s h a d o w s i n e h
e s t r a d

zo g r a p h
.

K e y w o r d s : e h e s t r a d i o g
r a p h s , o b s u r e d

d e g
r e e ,

h
l g h k V

r a d
l o g

r a p h y
,

lo w k V
r a d i o -

g r a p h

A S t u d y o n L u n g F u n c t i o n a n d R e s P i r a -

t o r y S y m P t o m s i n S t e e l F o u n d r y W o r k e r s

H u a n g Q u n y i n g
, e t a l

B a s e d o n a g e ,

h e i g h t a n d
s

m o k i n g

h a b l t s ,

2 5 9 s t e e l f o u n d r y w o r k e r s w h o h a d

b e e n e
m p l o y e d f o r 1 9 y e a r s I n a v e r a g e a n d 7 4

w o r
k

e r s w h o h a d b e e n r e m o v e d f
r o m e x Po -

s u r e t o s t e e l f o u n d r y d u s t f o r 1 0 y e a r s In a v -

e r a g e w e r e m a t e h e d w i t h e o n t r o l w o r k e r s r e -

s p e e t i v e l y
.

L u n g f u n e t i o n t e s t s a n d
r e s p l r a r o -

r y s y m p t o m
s w e r e i n v e s t g a t e d i n b o t h r w o

m
a t e

h e d g r o u p s F V C
、

F E V
I

、

F E F Z: : : 、 、

V
: :

a n d V S 。 i n e i t h e r e u r r e n t f o u n d r i e r s o r e x -

f o u n d r l e r s w e r e s l g n i f
l e a n t l y d e e t e a s e d t h a n

t h o s e i n r h e l r p a r a l l e l e o n t r o l w o r k e r s
.

T h e

r a t e s o f l u n g d y s 一 f u n e r io n i n e u r r e n t f o u n d r l -

e r s a n d e x f o u n d r i e r s w e r e s i g n i f e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o s e I n e o n t r o l w o r
k e r s

.

B o t h e u r r e n t

f o u n d
r i e r s a n d e x f o u n d r i e r s s h o w e d h i g h e r

p r e v a l e n e e o f r e p ir a t o r y s y m p t o m s a n d e h r o n -

i e b r o e h 一t i s t h a n t h e l r p a r a
l l

e
l e o n t r o l g

r o u p
.

K e y w o r
d

s :
d u s t ,

l u n g f u n e t l o n , r e s p ir a -

t o r y s y m p t o m
s , e h r o n i e b r o e h i t i e s ,

m a t e h i n g

s t u d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