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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混苯对作业者血浆超氧化物

歧化酶 S (O D)的影响

叶 榕
`
张琪瑛

,

杨奇伟
’

盛 侃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运用自由基与酶的理论对苯 平均工龄 1 2
.

7年 (l 一 32 年 )
。

中毒机理进行调 查研究
,

发现苯接触工人及实验动物 1
.

2 方法

体内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 ( 0 2二 )浓度增高
,

脂质过氧化 1
.

2
.

1 血浆 S O D 测定 黄漂吟氧化酶快速比 色法
。

作用增强
,

( 0 2二 )清除剂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等 1
.

2
.

2 白细胞计数 (W B C ) 常规法
。

活性降低
,

并认为这可能是苯细胞毒性作用的一个重 1
.

2
.

3 车间空气中三苯浓度测定 在作业场所 工 人

要因素
。

呼吸带采样
,

每季一 次
,

连续五年 (个别三年 )
。

用

接触高浓度苯或苯
、

甲苯工人体内脂质过氧化水 气相色谱法测定
。

每个作业点三苯浓度是该点的所有

平及相关酶活性的报道尚少
,

接触低浓度苯
、

甲苯
、

样品测定值的算术均数
,

单位
:

m g /m
3 。

二甲苯工人体内脂质过氧化相关酶 S O D 的变化
,

未 2 结果

见报道
。

我们对此进行调查
。

2
.

1 混合苯接触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连续五年共检测 2 77 个点次
,

车间空气中苯
、

甲

1
.

1 对象 苯
、

二甲苯平均浓度各为 1
.

94 m g /m 3 (0 ~ 5 0
.

36m g /

观察组
:
为某厂 9 5名接触混合苯工人 (男 5 3名

,

m 3 )
,

3
.

7 9 11 19 /m
3 ( o ~ 1 5 7

.

6 om名/m
3
)

,
1 6

.

9 0 n l名/

女魂5名 )
,

平均年龄 34
.

7岁 ( 1 9一 5 9岁 ) ,

平均接棍 m
3 ( o一 1 1 9

.

4 9m g /m 3 )
,

仅第一年有 6 个样品超标

苯工龄 8
.

3年 ( 0
.

5~ 28 年 )
。

(苯 1 个
,

甲苯 1 个
,

二甲苯
.

1 个 )
。

工人接触低浓

对照组
:
为某电厂不接触毒物的健康 工 人 72 名 度混合苯

。

(男 38 名
,

女 34 名 )
,

平均年龄 32
.

6岁 ( 20 一 55 岁 )
,

2
.

2 血中W B C
,

S O D测定结果

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 S O D
、

W B C 比较

分 组

S O D

X 士 S ( n u / m l ) 异常率 (% )

、V B C

接触组

对照组

9 8士 3 6

7 8土 2 1

5 .l

艺7

2 7
.

5 5二

X 士 S ( 又 1 0 9 / L )

4
.

3 3士 1
.

0 3 .

5
.

9 7 士 1
.

3 1

异常率 ( % )

2 4
,

4 9 一 *
8706

只ù叮曰OUt`

t侧验 P < 0
.

0 01 二 卡方检脸 P < 0
.

0 01

表 1 显示 了接触组血浆S O D
,

W B C 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
。

女工血浆 S O D均值为 83
.

遭4 士 38
.

4 4 n u /而
,

略低

于男工均值 9 1
.

83 土 3 4
.

6 8un / iln
,

两者差异不显著 (t

= 2
.

1 4 , P > 0
.

0 5 )
。

三个年龄组 (组距 1 0年) S O D均值

为 9 0
.

6 1 , 9 3
.

2 6
,
7 6

.

9 5un ZlnI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1
.

84
,

P > 0
.

05 )
。

四个工 龄组 (组距 5 年 ) 间

S O D均值无显著差别 ( F = 0
.

96
, P ) 0

.

05 ) ,

也无显著

相关 ( r = 0
.

0 6 3
,

P > 0
。
0 5 )

。

2
.

3 混苯浓度与S O D
,

W B C的关系

把每个作业点的平均三苯浓度作为每个工人具体

接苯浓度
.

因苯
、

甲苯的平均浓度较低
,

各为 1
.

91

m名/ m
3 ,

3
.

79 m g /m 3 ,

二甲苯浓度相对较高
,
为 16

.

90

m g l/ n
, ,

故用 二甲苯浓度分三组与 对 照 组 比 较
,

见表 2
。

裹 2 不同二甲苯浓度组间 S O D ,

W B C比较

分组
( m g / m 3 )

S O D ( n u / m l ) W B C ( x 1 0 9 / L )

X 土 S X 士 S

4 0 ~ 80

2 0 ~

0 ~

又士照组

5 8
.

6 6 士 3 3
.

7 7

8 0
.

0 8士 3 5
.

4 4

1 0 4
.

1 2士 2 8
.

9 2 .

1 0 6
.

7 8士 2 1
.

2 7

4
.

0 9土 1
.

0 4

4
.

5 8 士 1
。

1 5

4
.

5 3士 1
.

1 3

5
.

9 7士 1
.

3 1

QOQUO口,一1上勺̀沼任月̀

与对照组比 较 t检验 P > 0
.

05

表 2 中二甲苯 0 ~ 组中因 3 人作业点调动
,

浓度

2
.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 3 1 0 0 0 6 )

2
.

杭州市化工局职业病 防治所

3
.

杭 州市环 境保 护监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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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稍大而不列入统计
。

接触组中除二 甲苯浓度 <o Zg m/ m 3外
,

S O D 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
.

00 1)
;
三个二甲苯浓度组与

S O D 呈显著负相关 ( , = 一 0
.

4 8 2
,

才: = 5
.

3 0 5
,

P <

0
.

00 1) ;

WB C 三组间无显著差别
,

无显著相关
。

3 讨论

目前认为自由基引起组织细胞的脂质过氧化是许

多毒物产生毒性作用的起点
。

苯毒性的自由基作用机

理研究资料尚少
,

国内有人报道 了苯作业 工 人 血 清

M D A 增高
,

红 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活性和红细胞谷

胧甘肤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
。

而亦有学者研究发现接

触苯及甲苯的女工血清 L P O 与红细胞 S O D 显著高于

对照组
。

本文对接触低浓度
“

三苯
”

工人 进 行 血 浆

S O D
,

W B C检查
,

结果显示 S O D
,

W B C 均值都显著

低于对照组 ( P < 0
.

00 1)
,

在苯和甲苯平均浓度为 1
.

94

m g/ m
3和 3

.

79 m g /m 3时
, S O D 随二甲苯浓度增高而

降低
,

有极显著的负相关性
。

三个二甲苯 浓 度 组 的

WB C 均值均未达苯中毒指标
。

作者单分析苯与L P O
,

S O D 的关系
,

发现苯浓度为 5 0
.

2 1m g / m 3时
,

L P O
,

S O D 显著低于对照组
。

本文研究了低浓度
“

三苯
”

的联合作用
,

尤其是

在平均苯浓度为 1
.

94 m g /m
3 、

甲苯为 3
.

79 m g /m
3时

,

二 甲苯浓度与 S O D 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呈极显著的负相

关
,

发现二 甲苯浓度 > 2 0 1119 /m
3起

,

S O D 出现显著

下降
,

说明二 甲苯在
“

三苯
”

联合作用中与苯作用相

一致
,

是相加还是相乘作用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综上所述
,

脂质过氧化指标是苯毒性 的 灵 敏 指

标
,

在W B C 均值未达到苯中毒指标时
,

与对照组 已

有显著差异
,

作为判断苯
、

甲苯
、

二甲苯对人体危害

的早期 监测指标很有实际意义
。

一氧化碳作业工人碳氧血红蛋白的分析

朝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l( 2 2 0 0 0) 付 伟 崔井学 李学国 王 羽 飞 房 英

碳氧血红蛋 白 (H b C O )是 一项与一氧化碳 ( C O )

职业危害密切相关的指标
。

为了更加全面
、

深入地了

解 H b C O 的意义
,

我们对某钢铁公司 2 60 名 C O作业工

人的H b C O检查结果分析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26 0名工人分布于炉前等40 个工种
,

各工种皆为

8 小时工 作制
。

1
.

2 工 种
、

工龄取 自职工健康档案 , 车间空气中 C O

浓度取 自有代表性作业点的瞬问监测结果 ; 吸烟量
、

症状通过询问方式获得
,

其中症状包括头痛
、

头晕
、

多梦
、

记忆力减退
、

恶心
、

呕吐
、

眼花
、

四 肢 无 力

等
,

凡出现两项以上上述症状的
,

视为有症状者
。

1
.

3 在上岗 2 小时以后的工作时间内采耳垂 血
,

用

双波长分光光度法测定 H b C O
。

2 结果

2
.

1 H b C O与工人作业点 C O浓度的关系 见表 1
。

表 1 工人 H b C O均值与所在作业点 C O 浓度

作业 点 H七C O均值 (% ) C O浓度 (m g /m 3 )

焦炉炉 侧 3
.

4 2 1 0

洗涤 泵操 作室 3
.

川 2 0

出炉操作室 4
.

7 8 艺。

1 0 0米炉前 5
.

9 6 3 0

布袭除尘区 6
.

2 7 4 。

热风炉侧 1 1
.

2 2 GO

2
.

2 H b C O与工种的关系

取含 5 人以上的工种进行分析 (见表 2 )
。

表 2 各工种H b C O 含量的比较

工 种 例数

H b C O均 值 (% )

X 土占

9 6 士 2
.

7 4

7 8 士 2
。

6 8

6
.

27 士 2
.

6 3

1 1
.

2 2 士 2
.

9 0

5
.

27 士 2
.

9 9

3
。

4 2 士 1
.

9 5

6
.

0 5 士 2
.

4 5

6
.

8 0 土 1
.

9 2

5
.

3 6 士 2
.

0 2

6
.

7 3 士 2 8 5

3650比1611886炉前尘风工化度
拷
煤护除出炉热钳焦调上放救

F 二 8
.

8 1 P < 0
.

0 1

2
.

3 H b C O与工龄的关系

将工龄由短到长分为 4 个阶段
,

取各阶段人数均

为 4 人 以上的工种进行分析 (见表 3 )
。

2
.

4 H b C O 及吸烟情况 与症状发生率的关系

将H b C O 分为低于 5 %和 5 % 以上两组段
,

分别

对不吸烟组和吸烟组在此两组段的症状发生率进行比

较 (见表 4 )
。

3 讨论

C O 浓度是决定H b C O 含量的重要因素
,

本文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