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4
“

随着工龄增长
,

反映肾脏重吸收功能的 刀2 一
M G 水平

亦增加
,

工龄 l 一 3 年为 1 2 5
.

5 2群g /g
· c r

、

生 ~ 6 年

为 1 39
.

96 拼g / g
.

cr
,

丁一 9 年 1 4 8
.

9 4户g / .g cr
,

而

10 年以上为 1 90
.

5 5 / .g cr
:
尿 产 G T 活性也随工龄

增 长而呈增加趋势
,

10 年以上增加明显
。

尿 刀2一 M G

与尿 分 G T 同样亦随着临床中毒程度加重而 (J’ 增 商

的趋势
,

尤其以中度中毒组增高显著
,

分别为 2 1 2
.

32

# g / .g c r 和 4 6
.

0 2 5召g / gc r 。

工龄
、

临床表现与两指标

均呈 正相关关系 ( P < 0
.

肠 )
。

3 讨论

研究表明铅可直接损害肾脏
,

并以锁害肾近 曲小

管细胞为主
。

本次研究选用尿 刀2 一 M G 和尿 ? 一
G T

两个指标的研究结果表明
:
铅接触组的尿 刀2 一

M G 和

尿 卜G T的儿何均值均高于对照组 ( P < 。 .

0 5 )
,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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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作业工人近曲小管重吸收功能降低
,

小管上皮细胞

损害
,

与国内一些研究结果相似
。

尿铅是铅的接触指标
,

工龄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接触量
,

临床表现可反映中毒严重程度
。

本研究发现

这几个指标与尿 刀
2 一

M G 和尿 卜 G T 有良好的正相

关关系 ( P < 。
.

0 5 )
。

为了保护铅作业者的肾脏功能
,

必须严格控制铅的接触水平
。

有报道经过 驱 铅疗 法

后
,

肾功能可 以改善和恢复
。

故对尿铅增高者
,

应采

取及时驱铅治疗
,

以降低铅中毒的发生
,

并可起到保

护肾功能的作用
。

随着工龄的增长
,

体内铅负荷逐年

增加
,

对肾脏损害亦 会逐年加重
,

所以在职业性定期

体检时
,

对老工人和诊断为铅中毒者应注意肾功能的

检查
,

防止铅中毒性肾病发生
。

电焊烟尘对造船业男工性激素和

精浆生化影响的研究

岑鹤群
`

吴 卫平
,

张 跃
3

职业接触电焊烟尘对男工生殖内分泌 系 统 的 影

响
,

国内报道甚少
。

本文对造船业电焊男工性激索和

精浆生化进行了研究
,

以期探讨电焊烟尘对男工生殖

内分泌机能影响的可能作用机制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1
.

1
.

1 接触组
:
选择上 海某造船厂接触锰烟尘的电焊

男工 5 1名
。

1
.

1
.

2 对照组
:
选择同厂不接触锰烟尘的男工 39 名

。

两组工人年龄
、

工龄
、

吸烟
、

饮酒等情况见表 l
。

表 1 电焊工和对照组一 般情况 比较 ( X 士 S D )

。 。 ; , 年 龄 工 龄 二 吸
.

烟 …

…炸
.

…
_ 严

.

…
(岁 ) (年 ) 支 /日 年 数 m l /日

电焊 工

对 照组 :;
3 0土 9

.

3 3土 1 1 12
.

4士
;;

’

:
8

.

9士 8
.

3

5
.

5士 4
.

6

9
.

5士 7
.

9

7
.

2士 6
.

9

3
.

6土 2
.

6

3
.

3士 2
.

4

1
.

2 0土 0
.

9

0
.

8 5土 0
.

8

“ P < 0
.

01

1
.

2 检测项目及方法

1
.

2
.

1 血清性激素测定

丫〔 7 ~ 10 时抽取静脉血 5刘
,

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测定血清翠丸酮 ( )T
、

促卵泡成熟激素 ( F S H )和促问

质细胞激素 ( L H ) ,
均同一批标本

, 一
个人操作并作

平行样在一 次内完成
。

1
.

2
.

2 精浆中性激素测定

在采集精液标本前禁欲 3 ~ 5 天 以上
,

采集时令

受检者在检查室由本人手淫采集
,

采集液化后以 3 0 0 0

p r/ m in 离心机分离精浆
。

精浆中性激素的测定方法

同血清中性激素
。

1
.

2
.

3 精浆生化

检测仪器均 lj] 瑞士 C O B A S M IR A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

1
.

2
.

3
.

1 钙
:
采用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临床诊

断试剂实验中心钙测定试剂盒
,

甲基寮香草酚蓝 比色

法
。

1
.

2
.

3
.

2 磷
:
采用宁波市慈城生化试刘厂血清磷测定

试剂盒
,

血清无机磷测定比色法
。

1
.

2
.

3
.

3 尿素氮
:
采用 T R A C E 试剂

。

上海 沪东造船厂 医院检验科 ( 2 0 0 1忿9 )

L海 医科大 学劳动卫 生学教研室

上海江南造船厂职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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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肌醉
:

采用苦味酸 比色法
。

1
.

2
.

3
.

5 胆固醇
:
采用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酶法测定

血清总胆固醇试剂盒 (C H L O一 PA P法 )
。

1
.

2
.

5
.

6酸性磷酸酶
:
长征公司酶偶联速率法

。

,
.

2
.

3
.

7 总蛋白
:
采用上海伊华临床科技实验室双缩

服试剂
。

飞
.

2
.

3
.

8 白蛋 白
:
采用

_

L海市医学化验所澳甲酚绿自

蛋白测定应用液
。

1
.

2
。

3
.

9 球蛋 白 = 总蛋白 一 白蛋 白

飞
.

2
.

3
.

10 碱性磷酸酶
:

长征公司碱性磷酸酶试剂
。

1
.

2
.

3
.

11 乳酸脱氢酶
:
采用 中外合资上 海长征 医学

有限公司 的 T R A C E 试剂
。

1 4 3

1
.

2
.

4 详细询间生活嗜好
,

如吸烟和饮酒量
,

个人性

生活情况 (如每周性交频数和受检时禁欲夭数 )
。

1
.

2
.

5 作业场所空气中电焊尘浓度测定采用滤膜重 量

法
,

粉尘中金属元素分析用 A A S 检测
。

1
.

3 数据统计分析

在 T O P C O n 3 86 P L U S 计算机上进行 t 检

验
、

x Z

检验
,

采用 S A S 统计软件
。

2 结果

2
.

1 作业场所空气中电焊烟尘浓度

车间空气中电焊烟尘浓度测定结果见表 2
,

均值

为 6
.

5一 s 2
.

3m g / m 3 ,

平均超标倍数 0
.

0 5

一
2

.

7倍
。

不同电焊烟尘中金属元素含量见表 3
。

衰 2 造船厂车间空气中电焊烟尘浓度测定结 果

洲 定地点 测 定年份 样 品数
均 数

( m g /爪 3 )

范
气m g

,

里
1 1 】1碑

国家标准
( m g / rn 3 )

样
乓莽护

率 超标倍数

船体内厂拼扳

船体 甲板露天

船 台分段舱内

分段合拢

车间内厂

1 9 8 3~ 1 9 9 2

1 9 8 4~ 1 9 9 2

1 9 8 2~ 1 9 9 2

1 9 82 ~ 1 9 9 2

1 9 8 3~ 1 9 9 2

1
.

2 ~ 16
.

6

2
.

5 ~ 3 5
.

5

3
.

2 ~ 2 9
.

5

3
.

5 ~ 6 5
.

5

2
。

5 ~ 6 4
.

0

óóQù八匕O舀̀比b几勺仁Un八O目

裹 3 不同电焊烟尘中金属元素含量 ( % )

分析样品 M n F e C r

结 5 0 7

结 4 2 2

奥 5 0 7

5 8

46

15

2 4
.

8 6

2 5
.

6 9

13
.

0 6

0
.

0 0 8 8 8

0
.

0 1 5 4

6
。

9 5

0
.

0 0 4 2 1

0
.

0 0 91 8

4
.

86

2
。

2 性激素

电焊工血清和精浆中 F S H 平均 含 量 分 别 为

1
.

7 0I U / L和 1
.

2 6 IU / L
,

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 ( P >

0
.

01 )
。

电焊工血清中 L H 平均含量为 5
.

57 1U / L
,

较对照 组 2
.

7 5I U / L升高 (尸 < 0
.

0 5)
。

精浆中 L H

也有升高趋势
,

但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 P <

裹 4 血清和精浆中性激素测定结果 ( X 士 S D )

相 就
.

血 二 清

二
精 浆

F S H (可 L ) L H ( u / L ) T ( n r O 0 1/ L ) F S H ( u/ L ) L H (u/ L ) T ( n m o l / L )

电焊工 ( 尹之二 5 1 )

对祖组 ( , z 二 3 9 )

2 0士 1
.

1 6二

2 3士 2
.

3 2

5
.

5 7士 4
.

45 .

2
.

7 5 土 2
.

6 3

5
.

2 5 土 3
.

7 0

6
.

8 4士 5
.

9 6

1
.

7 6 士 0
.

9 5二

2
.

7 7士 2
.

吐8

8
.

4 2士 5
.

0 0

6
.

8 4士 4
.

5 5

1
.

9 6 0士 1
.

4 2选

0
.

9 9 7 士 0
.

7 3 1

二 P < 0
.

0 1 P < 0
.

0 5

0
。

0 5 )
。

见表 4
。

2
.

3 精浆生化

电焊工精浆生化改变不明显
,

肌醉
、

尿素氮
、

乳

酸脱氢酶略有上升
,

钙
、

酸性磷酸酶
、

总蛋白
、

白蛋

白
、

白 /球等略有降低
,

但与对照组相比均无统 计 学

差异 ( P > 0
.

0 0 5 )
。

3 讨论

本次调查电焊工的工龄明显比对照组短
,

这是负

偏倚
,

年龄
、

吸烟
、

饮酒两组间差别不大
,

说明两组

一般情况可 比性良好
,

对结果无影响
。

近 10 年来
,

电焊工作业场所空气巾电焊烟尘浓度

均值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0
.

08 一 1 2
.

7倍
,

而电焊烟尘

除含有较高的金属锰外
,

铁
、

铬
、

镍含量也较高
,

说

明电焊烟尘对男工生殖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可能是上述

重金属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性激素的分泌直接受垂体和下 丘脑 的控制
,

而性

腺分泌的性激素也可通过正
、

负反馈影响垂体和下丘

脑的活动
,

二者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构成下丘脑一垂

体一性腺轴
。

垂体可分泌 F S H 和 L H ,

翠九间质细

胞合成和分泌翠酮 ( T )
,

上述任何水平的损害均可引



1 4 4

起生殖内分泌功能的紊乱
。

本研究发现血清和 精浆的 FH S浓度电焊工均 比

对照组降低
,

F S H 具有促进精子发育的作用
,

其浓

度的降低可能是造成精子质量下降的一个因素
。

电焊

工血清 L H 比对照组升高
,

精浆 L H 也有升高趋势
。

看来
,

电焊工烟尘对生殖内分泌的损伤
,

很可能是对

下丘脑一垂休一翠丸轴的作用
,

通过下丘脑
、

垂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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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丸轴的正
、

负反馈作用
,

造成男工生殖内分泌系统

的紊乱
,

从而影响男工 生殖功能
。

至于电焊烟尘引起

生殖内分泌系统紊乱的具体机制
,

尚需进一步探讨
。

电焊工精浆生化指标测定结果与对照组相比
,

从

表面上看不 明显
,

可进一 步做多因素分析
,

如逐步回

归分析
,

典型相关分析等
,

筛选相关因素
,

探讨敏感

指标
。

铅对作业工人肾功能损害分析

临海市卫生防疫站 ( 3 1 7 0 0 0 )

台州医院

王 史远

王 史辉

铅对 肾功能的损害作用近年米己被国内外许多研

究证实
。

一般认为早期主要对肾小管有损害作用
,

对

肾小球的影响尚有争议
。

为此
,

我们对铅作业工人作

部分肾功能检测项目调 查
,

以了解其对肾功能影响并

探讨其损害部位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
以某蓄电池厂肠名熔铅

、

涂片
、

装配

工人为观察组
,

其中男 26 名
,

吹 20 名
,

平均年龄 3 3
.

5

岁 ( 2 3 ~ 5 9岁 )
,

工龄 3 一 3二年 (平均 1 0
.

7年 )
。

以

某商场习名营业员为对照组
,

其中男 26 名
,

女 2 5名
,

平均年龄 3 4
.

3岁 ( 19 ~ 5 5岁 )
。

1
.

2 现场监测
:
每年一次对该蓄电池厂各生产车间铅

作业工人呼吸带实施监测
,

近 5 年共采铅烟
、

铅尘样

品 5 7 次
,

浓度范围 0
.

0 2 2 ~ 一1
.

s s m g / m
3 (

,

卜位 数

0
.

7 m g / m 3 ) ,

样品超标率为 96 %
。

1
.

3 检查内容和方法
:
检查包括内外科

、

神经科
、

血

常规
、

肝功能 ; 尿铅检查采用晨尿
,

双硫粽比 色法测

定
;
血铅检测采用原 子吸收法

,
尿刀2 一微球蛋自 (刀: -

M G )
、

尿白蛋自 ( A L b) 及尿 gI G ;测定采用放射免疫

法
,

试剂由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提供 ; 尿糖用葡萄糖氧

化酶法
。

以上尿液 4 项测定值均用肌配校正
,

尿肌醉

为苦味酸法
。

血尿酸检测采用脉酶法
。

检查结果计量

资料采用 七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 x Z 检验作统计学分

析
。

2 结果

2
.

1
。

般情况
:
根据铅中毒诊断标准本次调查检出铅

吸收29 人
,

慢性轻度铅中毒 6 人
,

检出率分别为 6 3 %

劝11 3 %
。

2
.

2 观察组与对照组肾功能脸查
:
山下表可知尿 刀

2 -

M G
、

尿 A L b
、

尿 gI G 观察组与对照组 比较均有非

常显著差异
.

尿糖观察组亦显著高于对照组
。

血尿酸

浓度观察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

观察组与对照组肾功能测定值比较 ( X 士 s)

组射 例数 刀卜 M G ( m g / L
·

e r )

观察组 4 6 2 0 7
.

0 3 士 1 2 5
.

8 9

对然组 5 1 86
.

2 4 士 6 3
.

13

尸值 < 0
.

0 01

A L b ( n g / g
·

c r ) I g G ( g / L ) 尿搪 ( m g / g
·

e r ) 尿酸 ( “ m 0 1/ L )

11
.

5 0 士 9
.

2 5

3
.

0 4 士 2
.

6 9

< 0
.

0 0 1

4
.

2 6 士 2
.

5 4

2
.

0 9土 1
.

2 6

< 0
.

0 0 1

3 3
.

1 8土 1 7
.

6 4

2 5
.

8 1土 1 6
.

8 4

< O
,

05

17 5
.

4 4 上 9 2
.

0 7

18 7
.

9 4 士 1 0 6
.

1 8

> 0
.

0 5

2
.

3 若以对照组X 士 2 5 为正常值上限
,

则观察组 刀: -

M G
、

A L b
、

gI G 阳性率分别为 3 5 %
、

2 2 ,`和 1 5%
,

对照

组分别为 4 %
、

8 %
、

4 %
,

两者比较经统计学分析均

有非常显著差异 ( P < 0
.

0 1 )
。

尿糖
、

尿酸观察组阳性

率分别为 17 % 和 6 %
,

对照组为 4 % 和 2 %
,

两者比较

无显著差异
。

2
.

4 观察组肾功能测定值超过正常值上限者 26 名
。

其

中单项 刀2 一M G 阳性者 2 例
,

占 7
.

7 % ; 刀2 一
M G 与

A IL ) 、

刀r M G 与 饱G I
.

刁时 阳 ! IJ
_

:

号 :’r 占 了% ,

几
一

M G
、

A L b
、

gI G 三项及 A L b
、

Ig G 二项同时

阳性者各 10 例
,

分别占38 %
。

2
.

5 相关分析显示 刀2 一M G 与 A L b
、

刀2 一
M G 与

Ig G
、

A L b 与 工g G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
.

4 77
、

0
.

4 57

和 0
.

8 0 9
,

呈显 著正相关 ( P < 0
.

0 1)
。

尿糖与 A L b相

关系数 r 为 0
.

3 21
,

亦有显著正相关 ( P < O
。

05 )
,

尿

糖与 l g G无明显相关关系
。

3 讨论

弓
.

1 刁; 文调夜对象长期从事高浓度铅作 qk
,

近 5 年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