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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境中铅烟 (尘 ) 浓度持续严重超标 (平均超2 退

倍 )
。

作业工人铅吸收和铅中毒发生率高达76 %
,

提

示观察组存在严重的过量的铅接触现象
.

3
.

2 刀2一M G 为目前公认的检测肾小管损害的 敏 感

指标
。

本文观察组尿 刀2 一M G 极显著高于对照 组 P

< 0
.

0 0 1 ) ,

尿糖与对照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 ( P < 0
.

05) ,

若以对照组X 十 25 为上限
,

则观察组尿 刀2一
M G 阳

性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

01 )
,

尿糖阳性率有增高

趋向
,

表明铅对作业工人肾小管有明显损害作用
。

3
.

3 oR b er t 等认为蛋白尿通常是早期肾损害的敏感

指标
,

如果仅有高中分子量蛋白尿 (尤其是 A L b) 而

不伴随低分子量蛋白增高则是由于肾小球改变了高中

分子量蛋白的滤过作用所致
,

可能是外源性物质所致

肾小球滤过屏障损害的早期表现
。

A L b
、

gI G 分子量

分别为 7 万和 16 万
,

属高中分子量蛋白
。

本文观察组

1 4 5
.

尿 A L b
、

尿 gI G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
在尿 A L b和

gI G 同时阳性者中尿 刀
2 一

M G 阴性者占 38 %
,

提尔

高浓度铅作业对肾小球有损害作用
,

与国内一些研究

结果相符
。

3
.

4 相关分析显示 刀2 一
M G 与 A L b

,

尿刀2 一
M G

一

与

尿 gI G 显著正 相关 ( P < 0
.

01 ) ,
尿糖与尿 A L b显

著正相关 (P < 。
.

05 )
。

观察组肾功能异常者中 刀2 -

M G 和 A L b同时阳性者占7
.

7 %
,

刀2一M G与 gI G 同

时阳性者占 7
.

7%
,

刀2一M G
、

A L b
、

gI G 三项同时阳

性者占38 %
,

即有 5 3
.

4% 的异常者 中高中分子量蛋 白

和 低分子量蛋白同时阳性
。

提示铅对肾小球肾小管均

有损害作用
。

( 本文承 台州医院理化检验室大力 支持
,

市 卫生防疫站

孙令尚
、

倪朋 旦及理化宝全体 同志参千本 次调 查 ,

特此一并

致谢
。

)

沥青烟对作业女工外周血淋巴

细胞微核率影响的研究

齐齐哈尔建筑防水材料厂职工医院 ( 16 1 00 2)

南京铁道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李永丽 李淑范 巩德田 刘桂兰

赵进顺 马 进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 A R〔: ) 自 1 9 7 1年至 1 9 8 0年评

价出人类致癌物质有 39 种 (类 )
,

沥青是其中一种
.

近

年来有关沥青作业工人癌症的流行病学调 查和沥青诱

发大鼠肺癌实验研究
,

国内外有过陆续报道
。

为了解

沥青烟对人体的遗传毒性作用
,

对接触沥青烟油毡厂

女工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测定
,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
选择接触沥青烟 1 年工龄以上的油毡女工

67 人为油毡组
,

制毡工 27 名
,

熔油工 12 名
,

化验工 13

名
,

辅助工 15 名 , 年龄 20 ~ 48 岁
,

平均年龄为 34 岁
;

接触工龄 l ~ 23 年
,

平均接触工龄 1 0
.

4年
。

选择无明

显接触毒物的商店
,

服务行业 72 名女工为对照组
,

年

龄 18~ 5 2岁
,

平均年龄为 3 1岁
。

1
。

2 方法
:
从受检者的外周静脉采血后涂片染色

,

在

高倍油镜下计算 1 00 0个淋巴细胞
,

记录含

有微核的淋巴细胞数
。

如在 一个细胞中含有 2 个 以上

微核者
,

均作为 l 个微核细胞计算
, 以千分率表示

。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

对车间内每个不 同作业地

点采样 2 个进行沥青烟浓度测定
,

求均值和标准差作

为不同作业地点的沥青烟浓度
。

采用 U 检验和 F 检

验
。

2 结果

2
。

1 油毡工不 同作业地点沥青烟测定结果

由表 1 看出制毡车间沥青烟尘浓度
,

最低为 0
.

46

冲 g /m
3 ,

最高为 z z
.

sm g /m 3 ,

均值为 5
.

5 1m g / m
3和

3
.

48 m g /m
3 ,

和其它测定地点比较
,

经 U 检验显著

高于化验和辅助作业地点
。

表 1 不同作业地点沥青烟献度测定结果 (m g / m
3 )

侧定地点 样 品数 最低 最高 X 士 S D

制毡 一车间

制毡 二车间

1 8

16

9

4

12

0
.

9 5

0
.

4 6

0
。

1 6

0
.

7 1

0
.

16

2 1

1 1

1

5
.

5 1 士 6
.

4 7

3
.

4 8 士 3
.

2 0

1
.

2 4 士 0
.

3 5

0
.

7 2 土 0
.

0 1

0
.

4 3 土 0
.

2 7

> 0
.

0 5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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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油毡组禾以寸照组外周静脉血淋巴细胞微核率检测

结果

从表 2 可着出油毡组与对照组微核检 测 结 果 比

较
,

两组有非常显著差异
。

表 2 油毡组与对照组微核率比较

组 别 检查人数 观察细胞 数 微 核数 (个 ) 微 核率 ( % ) X 士 S D

油毡 组

制毡 工

熔油工

化验工

辅助工

对照组

C 7

卫7

1 2

1 3

1 5

6 7 0 0 0

2 7 0 00

12 0 0 0

13 00 0

15 0 Q0

7 2 0 00

9
.

3 9

1 2
.

3 3

8
.

4 2

6
.

0

7
.

8

1
.

8 6

9
.

3 9士 1 2
.

8 5

1 2
.

3 3 士 ] 6
.

86

8
.

4 2 士 8
.

7 4

6
.

0 士 6
.

0 7

7
.

8 士 1 1
.

82

1
.

8 6 士 3
.

9 1

6 O

1 9

5 6

3 7

92

< 0
.

0 1

< 0
.

0 1

< 0
.

05

< 0
.

0 5

> 0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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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毡工有非常显著差异
,

熔油工和化验工有明显

差异
,

辅助工未见明显差异
。

2
.

3 油毡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的接触工龄分布结

果

接触沥青烟油毡组接触工龄年限分布统计淋巴细

胞微核率比较
,

可以看出随接触工龄延长
,

微核率有

增高的趋势
。

但各工龄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

3 讨论

在我国防水卷材 〔油毡 ) 生产中
,

需用大量石油

沥青进行加热
、

熔化 (氧化 )
、

浸渍和涂盖时
,

产生

大量沥青烟
。

关于 沥青烟的职业危害
,

国 内外 有 关

沥青致癌作用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
,

接触沥青

作业油毡工人肺癌死亡显著超出对照人群
。

国内有人

对沥青接触者进行细胞遗传学效应研究表明
,

染色体

畸变率和微核率
,

与非接触者有非常显著差异
。

本研

究采用外周静脉血淋巴细胞微核测定法
,

研究了石油

沥青烟对作业女工的遗传毒性影响
,

结果表明
,

长期

接触石油沥青烟的油毡工人外周静脉血淋巴细胞微核

检出率明显高于 非接触者
,

并认为油毡工微核率与接

触沥青烟浓度之间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外周静脉血淋

巴细胞微核率可作为遗传物质损伤的一个辅助指标
,

评价毒物的遗传因素
,

提出预防措施
,

为我国制定油

毡行业石油沥青烟卫生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

(参加此项工作 的还有齐齐 哈尔建筑防水材料厂职工 仄

院张胜先
、

吴 金才
、

李 敏
,

南京铁道 医学院卫生系陈 文娟
、

唐勤东
,

黑 龙江省劳动 卫生职 业病研究所候主任
,

齐 齐哈尔

市职防所 沈革
、

刘 喜林等
,

一 并致谢
。

)

某石墨矿粉尘接触剂量与发病关系的研究

山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250 0 0 1) 于锡 山 王 瑞 张维德 吴 捷 李在峰

山东省南墅石墨矿 陈国新 张仁 国 赵祥发

莱西市卫生防疫站 张鹤程

本文用以往动态观察资料
,

采用剂量患病率寿命 按年份
、

车间
、

工种计算出几何均数浓度 ; 其次参照

表直线相关 回归 法
,

进行分析整理
,

探讨某石撰矿矽 艺 C IT i 公式 〔张照寰
.

粉尘接触 量与发病关系统计方

肺病发生发展规律
,

预测矽肺发病趋势
,

旨在对矽肺 法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1 9 8理; 1 8 ( 1 ) : 7〕
,

工人工作

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年限和所在车间工种粉尘浓度
,

计算累积接尘剂量
,

1 内容与方法 尘肺病人计算到 I 期尘肺诊断时间 , 最后用剂量患病

1
.

1 粉尘资料 选自该矿医院
,

安全科 1 9 6 2年以后历 率寿命表法计算假设条件下的粉尘容许浓度建议值
、

年测尘记录 ; 粉尘浓度测定采用滤膜重量法
,

粉尘中 预期发病剂量
。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分析
,

用焦磷酸重 量法测得
。

2 结果

1
.

2 调查对象 选择 1 9 5 8年 7 月至 1 9 9 0年 12 月底前入 2
.

1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 本次共收集到: 208 个粉尘样

矿
,

在本矿单纯接触矽尘一年以上
,

具有系列健康查 品
,

最高浓度 17 4m g /m
3 ,

最低浓度 0
.

s rn g /m
3 ,

体资料及 X 线胸片的工人
。

儿何均数浓度 1 2
.

5 2m g / m
3 ,

合格样品 27 个
,

合格率

1
.

3 尘肺诊断 矽肺患者均经市尘肺诊断组确诊
。

为 1 2
.

9 8%
。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为 6
.

21 %
。

飞
.

4 方法步骤 首先根据记录的历年粉尘监测资料
,

2
.

2 矽尘接触剂量与累积患病机率 在 548 名接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