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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的 8
.

6%和王。
.

3 % ( P< 0
.

0 1 )
。

按累积接尘量分析

发现
,

W B C !阳性率从第一组到第四组有随累积接尘

量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

其线性倾势明显 ( P 二 0
.

01 8)
,

而 P C 线性倾势不明显
,

具体见表 4
。

裹 4 累积接尘量与 WB C
、

P C 的关系

退丑鱼组夏竺宣兰些些一

—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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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比较 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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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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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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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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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2
·

9 3 0
·

5 7 0
.

1 1 0
.

7 3。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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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八 为卡方线性趋势试验

弓 讨论

有资料表明棉尘提取液中存在着一种缩合裸酸化

合物
,

作为抗原可以与棉尘病患者 的血清产生沉淀反

应
,

表现为一种非典型的 l 型变态反应
,

I 型变态反

应系根据免疫球蛋白的 gI G
、

gI M 抗体与抗原相结合

成为抗原抗体复合物使体液中大分子蛋白的补体活化

而发病
。

本研究结果发现接尘组体液免疫 职A
、

gI G
、

I沙 1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
,

统计学上有显著性 差 异
,

且 l g A
、

堪G 水平有随接尘量增加而增高的趋势
,

但

细胞免疫却受到抑制
,

A N A E阳性率 5 9
.

9 6%低于对

照组的 6 3
.

75%
,

提示棉尘也影响细胞免疫的水平
。

目前也有资料认为棉尘中伴有 G
一

杆菌内毒素进

入呼吸道后
,

激发了炎症细胞介导
,

由多种炎症因子

参予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
,

其中中性粒细胞是主要的

效应细胞
,

并有血小板
,

免疫球蛋白等参予
。

本实验

结果与上述提法 比较一致
。

另外累积接尘量也是影响

工人 WB C
、

免疫水平的重要因素
。

饮用磁化水对有机磷农药生产工人

血中胆碱醋酶活性影响的观察

宁 广
’

才卜立文
’

蒋知俭
`

王明善
’

王连明
`

裘华牙七
’

哀 暄
’

吴 树岭
,

马保华
’

迟风 志
`

我们于 19 9 3年 7 一 8 月对哈市某农药生产工人实

施了饮用磁化水前后血中胆碱酷酶活性变化的观察
,

以寻求一种新的有机磷农药生产及
·

使用人员的防治途

径
,

现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观察对象
:

选择哈市某农药厂有机磷农药生产工

人为观察对象
,

首先进行胆碱酷酶活性的测定和体征

检查
,

按机体血中胆碱醋酶活性
,

以工人的性别
、

年

龄
、

工龄及工种为均衡条件
,

将其随机分为两组
,

饮

用磁化水组 36 人 (男 17 人
,

女 19 人 )
,

平均年龄 2 9
.

5

士 8
。

5 岁
,

平均工龄5
.

6 士 6
.

1年 , 饮用非磁化水组为

3。 人 (男 16 人
,

女 14 人 )
,

平均年龄26
.

3 士 6
.

9岁
,

平均工淤 6
.

0 士 5
.

9年
。

1
.

2 实验方法
:
饮用磁化水组给以哈磁牌 H 型强场磁

化杯 (杯心 72 ~ 40 m T )
,

每 日饮用磁化 30 分钟以上

的磁化水不少于 3 杯 (约 1 0 0 0刘 ) ; 对照组饮用同样

量非磁化水
。

四周后再次进行血液胆碱醋酶活性测定

及体征检查
。

受检者空腹采静脉血
,

血样用冰盒保存

和运输
。

本实验采用硫代乙酞胆碱— 硫代二 硝 基 苯 甲

酸法测定胆碱醋酶活性
,

应用 E cn o er l 型自动分析

仪
,

美 国进 口试剂进行测定
,

相同的仪器参数条件的

1
.

哈尔滨医科大 学公卫学院 ( 1 5 0。。 1 )

2
.

哈慈集团哈尔滨磁应用研究所

3
.

哈 尔滨市职业病防治 研究所

4
.

哈尔滨化 工总厂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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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胆碱醋酶活性正常值为 0 40 0U /L
。

飞
.

3测定结果的统计分析
:

为避免各种干扰与混杂因

索的影响
,

取双重对照处理
,

实验数据的取舍根据公

式 ( x
。 一

x
。 一 : ) / ( x

。 一 x : ) , 比值如 ) 粤
,

将离群数

~
、

一 “
一

“ 一
矛 、

一 “ 一
`

”
’ ~ ~

`
一 ’

一 3

据舍去
。

1
.

4 生产和劳动 现场
:
该厂生产的有机磷农药主要 是

乐 果和敌敌畏
,

工人单班工作
,

日工作 5 一 6小时
,

站位徒手操作
,

手工包装
,

调查期间门窗开 启
,

无特

殊防护措施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实验前饮用磁化水组中胆碱酷酶 活性与饮用非磁

化水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80 )
,

分组合理
,

而且

通过分析表明
,

男女性别间无差异
,

将其合并统计
。

2
.

2 实验后血中胆碱酷酶活性在饮用磁化水组和饮用

非磁化水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

而且实验后

血中胆碱酷酶活性的差值在两组间也有显著性差异
,

磁化水组高于非磁化水组
。

但由于两组均有部分工人

在此期 间停产
,

脱离了有机磷农药接触
,

血中胆碱酝

酶活性有一定程度的自动恢复
,

消除停产因素后
,

结

果 在两组 问仍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

2
.

3 为进一步 证实所得结论
,

又对未停产工人 进行了

观察分析
,

结果在两组间仍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肠 )
。

裹 1 饮用磁化水前后血中胆碱酷酶活性 ( U / L ) 的比较

组 别 实验后 ( X 士 S D ) 差 值 ( X 士 S D )

磁 化 水 组

非磁 化水组

t ( P )

::

实脸前 ( X 士 S D )

2 5 3 5
.

9 士 4 80
.

0

2 5 0 8
.

7 士 6 4 2
.

1

0
.

2 3 50 ( > 0
.

8 0 )

3透8 1
.

2 士 6 1 0
.

3

3 15 4
.

9 士 5 2 2
.

9

2
.

3 0 5 9 ( < 0
.

0 5 )

9 45
.

2 士 6 1 4
.

7

6 46
.

2 士 5 9 2
.

7

2
.

Q0 0 O ( ( 0
.

0 5 )

裹 2 未停产工人血中胆碱醋酶活性 ( U / )L 的分析

组 别 ? z

磁 化水组

非磁化组

t ( P )

::

实验前 ( X 士 S D )

22 8 6
.

1 亡 3 5 2
.

5

25 2 4
.

7 士 4 4 8
.

2

1
.

3 2 3 2 ( > 0
.

2 0 )

实脸后 (X 士 S D ) t ( P )

2 4 45
.

5 士 3 6 8
.

6

2 5 5 4
.

1土 43 0
.

6

0
.

6 0 5 9 ( > 0
.

5 0 )

差 值 ( X 士 S D
,

1 5 9
.

4 士 1 1 2
.

1

2 9
.

4 士 12 5
.

6

2
.

4透1 9 ( < 0
.

0 5)

或
.

4 98 0 ( < 0
.

0 1 )

0
.

7 3 9 9 ( > 0
.

2 0 )

2
.

4 磁化水组 (36 人 )实验后的肌束震颤例数 ( 3 人 )

与实验前的肌束震颤例数 ( 10 人 ) 比较明显减少 (尸

< 0
.

0 5 ) ,

而毒覃碱样症状和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则没

有显著性 差异
。

3 讨论

结果证明饮用哈磁牌 H型强场磁化杯磁化水有恢

复血液胆碱酪酶活性的作用
,

又因为烟碱样症状 (肌

束震颤 ) 实验后明显减少
,

这与胆碱醋酶复能剂作用

相似
.

推测可能由于 磁化水对胆碱酷酶有 重 活 化 作

用
,

或促进进入体内的有机磷农药的代谢转化
,

阻止

其对胆碱醋酶的毒作用
。

本观察结果表明
:

哈磁牌 H 型强场磁化杯可作为

有机磷农药生产及使用人员的一 种较好的劳保用品
,

应推广使用 以保护接触有机磷农药作业者健康
。

·

新书介绍
·

《职业病临床指南》 即将问世

由王培女
、

刘卓宝
、

曹钟兴主 任医师
、

赵金垣教

授主编
,

王世俊
、

王移兰教授
,

任引津
、

吴振球主任

医师主 审
,

全国 40 余位职业病专家教授和职业病第一

线工作者参加编撰
,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职

业病临床指南》 一书即将问世
。

本书约 10 。万字
,

分四大篇
。

第一篇
:

职业病急

症
,

包括急症症状学
,

职业病危重症及紧 急 化 学救

援
;
第二篇

:
慢性职业病

,

按国家 已公布职业病名单

程序编号
,

分 9 章 70 余节 , 第三篇
:

职业病诊疗技

术 , 第四篇
:
职业病管理与科研

,

包括职业病立法与

职业病 ((J l以家了J
一

关法律书
. 。

本 j呀把讨;常见职 业性毒物

亦列表汇集在内
,

全书共汇集毒物 450 余种
。

附有检

验正常值
,

国家颁布的有关职业病法规
,

职业病致残

国家标准
。

本书以实用为主
,

立足于 科 学
,

结 合 实

际
,

查阅方便
,

是职业病医师
,

厂矿医师
,

劳动卫生

医师
,

内科
、

急诊科医师必备的工具书 和 参 考 书
。

该书为32 开
,

精装本
,

估价 3 8
.

5元
,

预计 1 9 9 5年 9

月出版
,

印数有限
,

欲预订者
,

请速与上海市第四人

民医院职业病科陈健联系 (上海市四川北路 1 8 7 8号
,

邮编 2 0 0 08 1 )
。

《 职业病临床指南》 编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