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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作业男工血中某些生殖

激素水平的研究
何 群

,

关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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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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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书
’

王接兰
,

刘秉刚
’

杜 币犷

提 要 本文对 48 名铅作业男工血铅 (P b B)
、

精铅 (P b s)
、

血清黄体生成素山 H )
、

血清卵泡刺激素

( F S H )
、

血浆翠丸酮水平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血铅
、

精铅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血

清 L H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 F S H
、

血浆肇丸酮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 血铅高浓度组血

清 L H明显高于血铅低浓度组 ( P < 0
.

0 1 ) ;
而 F S H

、

T明显降低 ( P < 0
.

0 5 ) ; 精铅高浓度组 L H 明显高于精

铅低浓度组 ( P < 0
.

0 1 )
,

而 T 明显低于精铅低浓度组 ( P < 0
.

0 5 ) ; 提示铅可损伤下丘脑一垂体一卑丸轴的

正常生理功能
;
铅影响男性某些性激素的分泌功能可能是铅中毒的重要机制之一

。

关健词 生 殖激素 铅作业工人 卵泡刺激素 ( F S H ) 黄体生成素 (L H ) 架丸酮 ( )T

据 报逆
,

按铅 作业可影响男性生殖 内分泌 取上清液用于测定 P b S
。

系统功能
,

但是铅对男性生殖内分泌系统功能

的影响规律各家学者说法不一
,

研究的结果相

差较大
,

甚至相互矛盾
〔 ’ 一 ’ 〕。

我国对这方面的

报道甚少
。

为进一步探讨铅对男性工人生殖内

分泌系统的影响
,

本文对接铅作业男工血铅
、

精铅
、

血清黄体生成素
、

血清卵泡刺激素
、

血

浆擎丸酮的水平进行了研究
。

1 对象及方法

1
.

1 研 究对象
:

接铅组选择某矿灯厂蓄 电 池

车间及某铅管厂从事铅作业一年以上
,

平均年

龄 3 3
.

3 土 1
.

3岁
, , 1左均工龄 10

.

7 土 6
.

5年的男工

4 7名
。

对照组为同一厂
,

平均年 龄 33
.

9 土 1
.

0

岁
,

平均工龄 14
.

。士 6
.

2 岁的不接触铅及其他

任何可能损害生殖功能的物理或化学因素的男

工 6 4名
。

同时将上述受检人员按年龄 士 5岁配

成完整的 3 7对
,

对其血 中的 F S H
、

L H
、

T 水

平及其与工龄
、

血铅
、

精铅关系进行了分析
。

1
.

2 生产环境
:

1 9 7 6一 1 9 9 0 年生产环境空气

中年平均浓度范围。
.

1 4一 8
.

ll m g /m
, ,

超过国

家标准 2
.

8一 1 6 2
.

2倍
。

1
.

3 方法
:

用 5m l 一次性注射器采取上肢静

脉血 s m 】
,

分别盛于经除铅处理的塑料离心管及

玻璃试管中
,

前者加抗凝剂肝素用于测定 P b B
,

其 中 一部分分离后用于测定血浆翠丸酮
,

后者

分离血清用于测定 L H
、

F S H
。

受检者于禁欲 2

天后手淫法采集精液于 50 m l 经除铅处理的玻

璃瓶中
,

取 l m l 精液盛于塑料离心管中
,

离心

P b B
、

P b S 的测定应用 日立 18 0一 7 0 型原
一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进 行 测 定
。

黄 体 生 成 素

( L H )
、

卵泡刺激素 ( F S H )及辜丸酮 ( T ) 的测定

均采用放射免疫法 ( R IA )
,

试剂盒 由上海内分

泌研究所提供
,

依试剂盒规定方法测定
。

1
.

4 统计方法
:

双侧 t检验
、

直线相关分析
。

2 结果

2
.

1 血及精铅含量 由表 1 可见
:

接铅 组 血

铅及精铅均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

0 5 )
。

表 1 两组工人血铅
、

精铅含量 (X 土 S D沼m ul / )L

矛2 P bB P b S

接铅组 叭 1
.

2 4 士 0
.

0 8 1
.

2 9 士 0
.

1 2

对照组 3 5 0
.

84 士 0
.

0 9 0
.

8 4 土 0
.

1 0

P 位 < 0
.

0 5 < 0
.

0 5

2
.

2 血中激素测定结果 如表 2所 示
:
接铅组

L H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P < 0
.

0 5) ; 接

铅组 F S H
、

T 均低于对照组
,

差异有 显 著 性

( P < 0
.

0 5 )
。

2
.

3 不同工龄组 与配对对照组性激素测 定 结

果 由表 3 可见
: 1年 ~

、

14 年~
、

21 年~ 工龄

组 L H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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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接铅组与对照组工人血中性激素测定结果 (X 士 S D )

I
J

H ( m IU /m l ) F S H (m I U /m l ) T ( P m o l / L )

接铅组

对照组

4 1
.

0 9士 9
.

兮0
.

2 2
.

7 5士 7
.

5 0

1 4
.

3 4士 1
.

8 8 .

2 1
.

6 9士 2
.

9 9

2 0 0 1 6
.

3 6士 1 5 9 8
.

9 4二

2 6 90 7
.

2 8土 17 2 5
.

1 3

日J吸J匕内七

. P < 0
.

0 5 二 P < 0
.

0 0 5

裹 3 不同工龄组与配对对照组 L H 测定结果 (又 士 S D
,

m l u /m l)

工龄 (年 ) 对子数 接铅组 对 照组 差 数

1 ~

7 ~

1 4~

2 1~

1 8

3 7

4 0
.

6 8士 1 9
.

0 5 .

4 2
.

8 1士 1 3
.

0 8

5 3
.

1 4士 3 4
.

6 2 .

2 3
.

1 0 士 6
.

2 6 .

4 0
.

5 5士 8
.

9 7

12
.

2 1士 2
.

5 9

3 4
.

5 5士 1 9
.

6 2

1 2
.

0 1士 2
.

0 6

10
.

7 7 士 1
.

3 3

2 2
.

8 2 土 9
.

6 2

2 8
.

4 6 士 1 9
.

4 6

8
.

2 6 士 2 5
.

5 1

4 1
.

1 2 士 3 3
.

2 5

12
.

3 3 土 6
.

4 2

17
.

7 3 士 1 3
.

6 7

.
P < O

。
0 5

由表 4 可得
: z 年~

、

7 年 ~ 工龄组 F S H

低于配对对照组
,

差异有 高 度 显 著 性 ( P <

0
.

0 1)
,

其他工龄组 F S H 均低于对照组
,

但差

异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

衰 4 不同工龄组与配对对照组 F S H测定结果 (又士S D
,

m I U / m l)

工 龄 (年 ) 对子数 接铅组 对 照组 差 数

1 ~

1 8

1 4~

i卜 3 7

7
.

93 士 3
.

2 5二

1 0
.

14 士 1
.

9 5 .

1 2
.

6 8 士 3
.

47

1 3
.

8 0士 4
.

6 6

1 0
.

1 6 士 1
.

4 5

16
.

6 4 士 4
.

7 6

3 7
.

3 7 士 5
.

2 1

17
.

3 8 士 4
.

0 6

1 8
.

7 9士 8
.

9 0

2 7
.

17 士 3
.

4 6

8
.

7 1士 0
.

9 4

2 7
.

2 3 士 5
.

8 8

4
.

7 1 士 6
.

8 1

4
.

8 9 士 1 1
.

7 9

1 6
.

5 7士 4
.

1 0

. P < 0
.

0 0 1 二 P < 0
。
0 1

丧 5 为不 同工龄组与配对对照组血浆 T 测

定结果比较
,

各工龄组血浆 T 均低于配对对照

组
,

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

0 0 5 )
。

将接铅

工龄与 L H
、

SF H
、

T 分别做直线相 关 分 析

得相关系数为 0
.

07
、
一 0

.

幼
、
一 0

.

1 4
,

相关系数

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

裹 5 不 同工龄组与配对对照组T测定结果 (X 士 S D
,

pm of / L )

工龄 ( 年 ) 对子数 接铅组 对照组 差 数

1 ~

7 ~

14 ~

1 8

2 1~

计 3 7

1 6 5 5 0
.

8 1士 3 5 1 2
.

2 1 .

1 96 13
.

8 7 士 2 7 4 5
.

0 6 .

1 7 0 8 4
.

82 士 4 7 0 6
.

1 5 .

2 07 9 8
.

95 土 5 2 2 2
.

0 1 .

1 8 8 02
.

8 0 士 18 0 6
.

8 8

2 9 3 6 4
.

0 5士 27 9 4
.

0 1

2 4 6 1 5
.

2 9士 2 7 0 2
.

5 2

2 9 16 0
.

0 1 土 3 9 3 2
.

67

3 2 1 5 4
.

6 4士 3 4 5 0
.

0 6

2 7 47 8
.

8 0士 16 5 9
。

7 4

12 8 13
.

2 4 士 3 7 7 2
.

6 8

5 00 1
.

4 3 土 4 4 5 3
.

7 3

12 07 5
.

1 8士 3 5 0了
.

4 3

11 3 5 5
.

6 9 士 6 6 4 6
.

3 2

8 67 6
.

80 土 2 5 8 8
.

8 7

. P < O
。
0 0 5

2
.

4 不 同血铅浓度的 L H
、

F S H
、

T 测定结果

见表 6 : 以血铅浓度 0
.

50 召m of / L 为界
,

将工

人划分两组
,

即血铅 < 0
.

50 组和血铅 > 0
.

50

组
。

血铅高浓度组 L H 高于低浓度组
,

差异

有高度显著性 ( P < 0
.

0 1 )
,

而 F S H
、

T均低于低

浓度组
,

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P < 。
.

0 1)
。



.

1 4 0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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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血铅浓度 L H
、

F SH
、

T 测定结果 (X 士 SD )

血铅 (料m o l /L )? 2L H (m IU m /l )F SH (m IU /x nl )T ( Pmo l /L )

《 0
.

5 0

< 0
.

5 0

1 7

65

1 6
.

6 3士 3
.

4 5

39
.

27士 1 3
.

1 6.

2 8

l 4

2 0士 1 3

69 土 2
.

.

1 6

5 6.

24 1 9 0
.

4 8士 4 8 2 3
.

4 4

1 1 2 8 0
.

5 0士 2 007
.

85.

. P< 0
.

01

表 了 不 同精铅浓度L H
、

F H S
、

T 测定结果 (X 士 D S)

精铅 (拌m o l /L ) nL H ( m I’U m /l )F H S(m UI m /l )T ( Pm o l /L )

夏 0
.

05

> 0
.

5 0

1 1
.

4 6士 2
.

2 2

4 0
.

1 6土 1 3
.

9 0.

1 0
.

9 3士 4
.

4 2

1 7
.

8 6士 3
.

3 3

37 04 6
.

4 9 士 5 5 3 3
.

71

2 064 1
.

2 2士 1 94 5
.

5 3.

. P< 0
, 0 5

2
.

5 不同精铅浓度的 L H
、

F S H
、

T 测定结果

如 表 7 所示
:

精铅高浓度组 L H 高于精铅低浓

度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

05 ) ;
精铅高浓度

组攀丸酮低于低浓度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

0 5)
。

将精铅含量与 L H
、

F S H
、

T 做直线相

关分析
,

相关系数分别为 一 0
.

0 6
、

。
.

0 4
、

。
.

04
,

相关系数无显著性 ( P > 。
.

0 5 )
。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接铅组血铅及精铅明显高于对

照组 ( P < 0
.

0 5) ;
接铅组 L H 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
.

05 )
,

而 F S H
、

T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 < 0
.

05
,

P < 。
.

00 5)
。

将接铅组 与对 照 组

按年龄 士 5岁分为不同工龄组
,

结果发现 1 年

~
、

14 年一
、

21 年一工龄组的 L H 均高于相应

配 对 对 照 组 ( P < 0
.

e 5 )
, 1 年一

、
7 年 ~ 工

龄组的 F S H 明显低 于 对 照 组 ( P < 0
.

01
,

P < 0
.

0 0 1 )
,

翠酮在各工龄组均低于配对对照

组 ( P < 。
.

。。5)
,

据此可以认为
:

接铅作业男

工在年平均浓度 0
.

14 ~ 8
.

ll m g /m
,

环境下作

业
,

可使血铅
、

精铅浓度增高
,

并可使铅作业

男工 血中性激素含量发生改变
,

使 L H 含量增

高
,

F S H
、

T 含量降低
。

皋丸间质细胞的分泌机

能受垂体分泌的L H 和F S H的调节
,

使之产生雄

激素— 肇丸酮
,

而翠丸酮对 L H和 F S H有负反

馈作用
。

本文中接铅作业男工翠酮含量降低
,

使

L H增高 ; 而 F S H 明显降低
,

这说 明铅对男性

体内激素的影响是双重的
。

铅即能损伤翠丸组

织
.

影响皋丸酮分泌
` . ’ ,

又能损伤下丘脑一垂

体一性腺轴功能
。

在性激素的分泌调节中 L H

与 F S H一起协同作用才能诱发翠丸间质细胞发

育及雄激素的分泌
,

并且 F S H 有增强黄体生成

素刺激翠丸酮分泌作用
〔” 。

因此
,

铅作业男工

体内皋酮降低 即可能 由肇丸间质细胞受损所引

起
,

亦可能是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轴受损使分

泌减少所致
。

将两组工人分为血铅高 浓 度 组 ( > 0
.

50

拼m o l / L )和低浓度组 (毛 0
.

5 0 “ m o l / L )
,

血铅高

浓度组 L H明显高于低浓度组 ( P < 0
.

0 1 )
,

F S H

和攀酮明显低于低剂量组 ( P < 0
.

0 1)
。

同样以

精铅。
.

50 拼m ol / L 为界将两组工人分为精铅高

浓度组 ( > 0
.

5。拼m ol / L ) 和精铅低浓度组 (镇

0
.

50 “ m ol / L )
,

精铅高浓度组 L H 明显高于低

浓度组 ( P < 。
.

05 )
,

而翠酮明显低于低浓度组

( P < 0
.

0 5)
。

接铅工人血中皋酮降低可能与铅

毒性有关
,

铅可能对聚丸间质细胞有直接毒性
。

本研究结果可 以解释以往流行病学调查中

铅 中毒男工生育能力减退
、

性 功能低下等现象
。

鉴于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众多的铅作业工人中

接触高浓度作业多为男工
,

建议有关部门积极

采取综合性措施改善劳动条件
,

这不仅对保护

工人健康
,

且对造福子代有重要意义
。

4 参考文献
1 G u st af s o n , e t a l

.

OC
Cu P a t i o n a l le a d e x l不̀ erU

a n d P i t说 t a r y f u l l c t io n
.

Int A
r e h O Ccu P E u v i r o n

H e a lt h 1 9 8 9 , 6 1
:

2 7 7~ 2 8 1

(下转第 16 2页 )



·
16 2

班 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05年第 a卷第 3期

不同工种的各工龄组患病率比较

生产性粉尘 (含 5 0 1幻
抓 (C I : )二氧化硫 ( 5 0, ) 礴天作业

9 0% 5 0%

对照组

《机摘加工 )

病发率%发病数病发 查检人数率%发病数检查人数病发率%发病数发 检查人数病率%发病检 数查人数病发率%

矛气

发病检 数查人数病发率%发病致查检人数
工麟组

5 年以下

6 ~ 1 0年

1 1~ 1 5年

1 6~ 2 0年

2 1年以上

5
.

5 3

2 5 3 6

5 5
.

6 2 6

6 0
.

9 2 7

4 2
.

9 2 5

3 1 2 1

6 5 0 10

2 4 . 3 3
.

3 7 7

15 5 0 8 1

4
.

8

1 4二

3 4二

3
.

3

,玉
3

3 1 0
。

3

19幼9029o

…3
o1占̀q内.曰̀亡口

,1

32

2822191205672682

2

一一加.8貂
2610U3372418237

. 包括 I 期矽肺 3 名
,

二各有 1 名矽肺患者

3
.

3 不同工种的各年龄组发病情况的分析 况显著
。

刺激性气体及生产性粉尘组患病率与对照组

不同工种的各年龄组的患病率均明显 地 高 于 对 比较
,

差异更为显著
,

这更有力地说明了职业性因素

照组 (如表 3 )
,

尤以 31 ~ 40 岁年龄组工人的发病情 影响的可能性
。

裹 3 不同工种的各年龄组发病率比较

生产性粉尘 ( 含5 10 2 )

氯 ( C l: ) 二氧 化硫 ( 5 0 2 ) 露天作业
9 0% 5 0%

对照组

(机城加工 )

发病率%

了飞

发病数检查人致发病串%发病致检查人发 数病率%发病数检查人病发 数率%发病数查人检数发病率%发病数检查人数发病率%病发数检查人数
年龄组

1325

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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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综合以上三项指标的结果
,

各观察组患病率显著

地高于对照组
,

并随着工龄的增长
,

其患病率较之对

照组有明显地升高
。

因此
,

我们初步认为 刺 激 性 气

体 (氯
、

乙氧化硫 ) 和含矽量较高的生产性粉尘及峪

天作业工人的寒冷因素等
,

对慢性支气管炎发病有一

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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