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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对人体血清急相反应蛋白

变化影响的研究
’

同济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教研室 “ 3 0 03 0)吴 扬 徐代根 张 伟 贺涵 贞 张国高

提 要 12名健康男性志愿受试者在 39 oC
、

Rh 20 %的人工气候室模拟高温作业 (中等强度踏阶运

动 ) 3h
。

于受热前
、

受热中 4 (次运动毕 )测定口 温
、

脉率
,

并询问主观感觉
。

受热前后采 静 脉 血 测

定血清急相反应蛋白 (ac ut e hP as e

esr op sn
e p r ot e in s ,

A P R P动
。

实验结果表明
,

高温环境下从事中

等体力运动
,

心率一开始便加快
,

但最高未超过 12 。次 /分
, 口温在第二次运动后 (受热 s om in 时 ) 才开

始升高
,

但始终未超过 37
。

so c
。

在此种热作用情况下
,

A P R P s 中a 一 A G P a(
一

酸性糖蛋白 )
,

H P (触

珠蛋 白 ) 和 C P (铜蓝蛋白 ) 明显升高 ( P < 0
.

0 1) , a 一 A T (a
一

抗胰蛋白 ) 略为升高 ( P < 。 .

05 ) , F n (纤

维粘连蛋白 ) 无明显变化
,

而 T r (转铁蛋 白 ) 还略有下降 ( P > 0
.

0 5)
。

提示 a 一 A G
,

H P
,

C P和 a 一 A T作为

高温工人健康监护指标还是可取的
。

关 . 词 高温作业 急相反应蛋 白

急相反应是机体受到各种应激后所发生的

一种全身性的代谢
、

内分泌
、

神经系统和免疫

功能等的改变
,

以提高机体的适应能力和维持

内环境稳定
。

其中一个较迅速
、

可靠的急相反

应指标是血清急相反应蛋 白 ( ac u et hP ase er
-

s P o n s e rP o et in s ,
A P R P s ) 的改变

。
1 9 3 0 年

IT U et 等发现在大叶性肺炎急性期病人血清中

有一种因子
,

在钙离子存在下可与肺炎双球菌

荚膜的 C 一物质起沉淀反应
,
1 9 4 1年A be

r n e ht y

等认为这种物质是蛋白质
,

1 9 6 7年 O w e n 将其

命名为急相期反应蛋白
,

由肝脏合成
。

此后一

直用于研究烧伤
,

创伤
,

感染
,

局部缺血
,

注

射细菌
、

内毒素等应激时机体的损伤程度
,

为

临床
、

科研工作者所重视
` ’一 ” 。

高温作业能否引起体内发生此 种 急 相 反

应
,

其血清 A P R P s 是否有变化
,

这些变化是

否 可作为指示指标以标志机体的应激状态或早

期热损害等一系列问题尚未见报道
。

本研究试

图通过受试者模拟高温作业的实验
,

检测其血

清 A P R P s 的变化
,

旨在寻找早期
、

敏感的热

损害指标
,

以便对高温工人进行健康监护
,

为

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设施提供科学依据
。

志愿受试者为健康男大学 生 12 名 (年 龄

2 2~ 24 岁
,

体重 ;58 ~ 65 公斤 )
,

个人及家族病

史无特殊记载
。

1
.

2 试验方法

以受试对象受试前后作自身对照
。

受试者

在休息室 ( T d b s
.

1 士 0
.

S
O

C ) 静坐 1 0而 n
,

测量

受试前的口温
、

脉搏
,

询问主观感觉
,

抽静脉

血
。

入人工气候室静坐 10 m in 以适应高温环境

( T d b 3 9
.

5 土 0
.

S
O

C
,
T w b 2 1

.

4 土 o
.

7
O

e
,

热辐射

强度 8
.

7 土 10) c/ m
, ·

m i n)
,

然后进行踏阶运动

(中等强度 ) 10 而
n ,

就地坐位 休 息 20 而 n,

反复进行 4次
,

每次运动毕测口温
、

脉搏
,

询

间主观感觉
。

受试毕采静脉血
,

整个试验过程

3 h
。

1
.

3 急相反应蛋 白的检测

a 一抗胰蛋白 a( 魂 T )
、

a 一酸性糖蛋白 ( a -

A G P )
、

触珠蛋白 ( H P )
、

转铁蛋白 ( T l’)
、

纤维

粘连蛋 白 ( F n)
、

C反应蛋白 ( C R P ) 的测定均

采用琼脂单向免疫扩散法
,

铜蓝蛋白 ( C P ) 的测

定采用光电比色法
。

结果

受试者在受热活动过程中
,
口温随受热时

材料与方法

实验对象 . 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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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逐渐升高
,

受热 , m in 时
,

由 3 6
.

o6 C多升至

37
.

Z
O

C
,

于受热 5 0m i n 时达 3 7
.

5
”

C
,

直至受热

毕始终未超过 37
.

8
O

C
。

脉搏于受热 幼m in 时

(第一次运动 ) 即迅速增加
,

由试前的 78 次 /

分增至 1 10 次 /分
,

至 50 m in 时达最高值 ( 1 2 0

次 /分 )
,

随后保持较稳定的 趋 势 ( 1 15 次 /分

左右 )
。

受热前后
,

静脉血 6种 A P R P s 的测试值

见下表
。

由表看出 a 一A T
, a 一 A G P

,
H P

,

C P 和

F n在受热后均升高 ( P < 0
.

0 5)
。

而 T r在受热后

呈下降趋势
,

但不明显 ( P > 0
.

05 )
。

受热前后 A P R P s的变化 (gn /ilrr )

A P R P s 人数 受热后

( X 士 S )

F n

T r

a 一

A G P

a 一
八 T

H P

C P

::

::

( X 士 S )

4 9
.

1士 1 4
.

4

2 7 1
.

4 士 3 8
.

0

7 3
.

7 士 2 7
.

6

2 4 9
.

4士 49
.

6

1 1 3
.

3 士 4 1
.

3

2 1 9
.

2士 8 2
.

5

6 1
.

2士 12
.

5二
2 6 8

.

2 士 3 8
.

5

8 8
.

1 士 9 0
.

8二

2 8 0
.

2 士 9 0
.

5二
1 53

.

7 士 35
.

.3
.

3 4 3
.

0 士连9
.

7二

二与受 热前 比较 P < 0
.

01

3 讨论

机体对炎症以及组织损伤的反应及相应的

代谢变化构成 了机体的急相期反应
。

在这一反

应中包括肝脏急性反应蛋 白增加
,

红细胞数 目

增加
,

血浆内铁和锌离子降低
,

负氮平衡 以及

各种内分泌改变及神经系统的变化
,

如发烧
、

嗜睡
、

乏力等
,

免疫功能的改变
,

如多克隆 B

细胞活化
,

肝脏合成免疫蛋白质增强等
。

急相

反应蛋白含量的测定为经典的反映急相期反应

变化的方法
。

急相反应蛋 白几乎全部都是球蛋 白
,

如在
a :

球蛋 白中有 a

一 T
, a

峨 G P ; a :

球蛋白中有

H P
,
C P ; 夕球蛋 白中有 C R P

。

大部分的 A P R P s

都能与某些外源性凝集素相结合
。

因此
,

当这

些糖蛋白在含有凝集素的琼脂糖凝 胶 上 电 泳

时
,

可像抗原与相应的抗体在电泳力 的作用下

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一样
,

在两者比例适当的

部位出现复合物峰
。

刀 豆素 A ( e o n c a n a v l i n

A
,
C o n A ) 是一种能与类粘蛋白

、

触珠蛋白
、

“
一T 等糖蛋白形成分子量较大的不溶性复合

物而沉淀
。

因此
,

魏群等川 人根据此特性
,

建

立了火箭亲和电泳检测血清中C o n A 结合蛋白

的方法
,

以此来评价急相反应蛋白变化
。

各类组织损伤
、

急性和慢性炎症
、

结缔组

织病变和肿瘤等许多因素
,

都可使 A P R P s 在

血清中的浓度 发生改变
。

虽然这些变化缺乏特

异性
,

但是它们的个别成份含量的变化及变化

的时相是与引起变化的因素相关的
,

因而检测

A p R P s 具有临床诊断意义
` ” ” 。

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
,

在 39 ℃高温环境

下从事中等体力活动时
,

受试者的体温未超过

37
.

8℃
,

脉搏在 1 2 0次 /分以下
,

未出现生理紧

张状态的情况
一

F
,

可使血清 A P R P s 普遍发生

变化
。

除 T r外
,

其余 A卫 R P s 均升高
,

.

且在某

些个体极度升高
,

T r 在受热运动后稍有 降 低

( 2 7 1
.

这士 3 8
.

0比 2 6 8
.

2 士 3 8
.

5 )
, 1 2名受试者有

。例 出现降低
,

2例没有变化
。

个别个体A P R P s

极度升高的现象可能与个例敏感性有关
。

在所测定的指标中
, a 一 A T

, a

峨G P
,

c P
,

H P变化显著 ( P < 0
.

0 5)
。

C P 曾作为矽肺检测

指标之一
,

其他指标在职业医学中的应用尚未

见到
,

这一实验初步探明了高温中等活动对血

清 A P R P s 影响的趋势
,

其临床及亚临床意义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以上模拟高温作业实验说 明了在高温环境

下运动的受试者虽然体温不高
,

但急性反应蛋

白的水平均起 了一定的变化
,

可代表机体已处

于一定的紧张或应激状态
,

用它们作为一种非

特异性 的指示中暑先兆或中暑的指标应是可取

的
,

况且
,

本实验中的受试者均为无高温作业

经历和无热适的大学生
,

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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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对象 定期复查率
= 按规定复查人数

被确定为观察 对象总人数
x 与CO乡̀

职 业病人 定期复查率 二 定期复查人数

确诊职 业病总人数
x 1 0 0 ,石

急性职业中毒调查处理 率 = 调查处理起数

年度辖区 内发生急性职业 中毒总起 数
又 1 0 0乡̀

处理及 时率
_ 能在规 定时间内及时进 行处理 的起 数

年度辖 区内发生 急性职 业中毒总起 数
x 1 0 0%

以上这些指标
,

是我们在开展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防治工作及管理过程中
,

认为在考核评价劳动卫生与

职 业病防治工作中应考虑的一 些指标范围
,

不一定准

确
,

也不 够全面
,

还需要广大职防人员在实际工作中

进行深 入探讨
,

使之不断完善和提高
。

这些指标的落

实
,

仅靠职防人员的努力是远远达不到的
,

还必须有

各级领导的重视
,

全社会的支持
,

各有关部门及厂矿

的密切配合
,

才能收到 良好的效果
。

1 1 2 4例尘肺病死 因分析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 06 7) 杨俊芝 甘 传伟

本文分析了淄博市建国以来资料完整的 1 1 2 d例尘

肺死亡病例
。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

对经市尘肺诊断

组会诊确定的尘肺病人
,

建立尘肺流调卡及死亡病例

卡
。

查阅死亡病例住院病案
,

结合临床及有关检查资

料
,

进行综合分析
。

1 12 4例死亡病人
,

男性 1 1 1 8人
,

女性 6 人
。

矽肺

50 6例
,

煤工尘肺 5 67 例
,

陶工尘肺 12 例
,

其他尘肺 5

例
.

其中 I 期尘肺 9 19 例
。

病人集中确诊在 60 一 70 年

代
,

占总人数的 90
.

4 8%
。

该组接尘最早为 1 9 0 5 年
,

最晚为 19 6 8年
,

3 0年代前后接尘者6 5 5例 ( 5 7
.

38 % )
。

接尘工龄最短者 2
.

7 年
,

最长 57 年
,

平均 接 尘 工 龄

2 2
.

66年
,

尘龄在 16年以上者8 5 6例 ( 76
.

3 5 % )
。

发病

年龄最小 23 岁
,

最大 91 岁
,

平均发病年龄 5 3
.

5 1岁
,

4 1
,

~ 6 0岁年龄段 7 76 例 ( 6 9
.

0 3 % )
。

死亡年龄最小 36 岁
,

最大 98 岁
,

平均死亡年龄 58
.

9岁
,

明显低于该市 19 89年

人 口均寿 了1
.

03
、

岁水平
。

本组尘肺主要死于合并症
,

病死率为 3 7
.

6 3%
,

死亡多在冬春季
,

占6 8
.

3 3%
。

其

直接死因按系统统计
:
呼吸系统疾病 418 例 (3 7

.

18 % ) ,

各种恶性肿瘤 31 2例 ( 2 7
。
7 6% )

,

循环系统疾病 23 2 例

( 2 0
.

6 5 % )
,

其他疾病 1 6 2例 ( 1 4
.

4 1% )
.

按疾病区分

死因前 5 位依次是肺癌 19 5例 (17
.

35 % )
,

肺心病 185

例 ( 16
.

6 5 % )
,

肺结核 143 例 ( 1 2
.

72 % ) ,

肺气肿并感

染 11 5例 ( 1 0
.

2 3% )
,

脑血管意外 5 5例 ( 4
.

8 9% )
。

从 1 1 2 4例尘肺死亡病例看
,

尘肺病主要死于合并

症
。

防治呼吸系统合并症
,

对降低尘肺病死率至关重

要
。

尘肺的治疗关键是早发现
、

早诊断
、

早调离
、

早

治疗
。

为减少发病
,

延缓病情发展
,

减少 尘 肺 合 并

症
,

降低尘肺病死率
,

建议
: ( 1 )最大限度地改善生

产环境
,

从根本上消除尘肺病发病根源
,

防止尘肺病

发生 ; ( 2 )落实接尘工人定期职业查体制度
,

早期发

现
、

及早采取措施
,

早防早治
,

防止病情进展
, ( 3 )

完善尘肺治疗体系
,

使尘肺病人能得到及时住院
,

系

统治疗
,

尤以冬春季节
,

以防治呼吸道感染为重点
,

组织病人越冬治疗休养
,

以期治疗合并症
,

延缓尘肺

发展
,

保护机体功能 , ( 4 ) 加强尘肺病人的合理营

养
,

戒除烟酒等不 良习惯
,

坚持适度体力锻炼
,

增强

机体抗病能力
,

防止合并症
,

延长病人寿命
。

(上接第 2 0 1页 )

3 P e r lm u t t e r D H
.

D i s t i cn t m o d ia to r a n d m e c h
-

a n i s m s r e g u la t e h u m a n a

cu te P h a s e g e n e

e x Pr e s s ion I n
: s t er s s i n d u eC d P

fot
e i n e d s : aP

-

r d ue M L
,

F e r a m is c o
.

J R a n d L i n dq u i s t S

1 9 8 9 .
A 运m R L i s s I u e

.

魏群
,

等
.

血清刀豆素 A 结合蛋自的检 溯及临 床 t

义
.

南通医学院 学报 1 9 8 9 ; 9 ( 2 )
: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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