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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煤矽肺患者抗核抗体
、

类风湿因子测定结果

组别 例 数
抗 核抗 休 类风湿因子

阳性 数 阳 性率 ( % )阳性数 阳 性率 ( % )

正常组 4 4 3 2
.

6 51 2
.

3 3

I 期 1 1 54 4 1 8
.

7 4 7 9
.

86

1 期 34 1 8 5 2
.

4 7 9 20
.

59

I 期 1 4 87 5
.

1 4 14 2
.

2 9

注 : 抗核抗体阳性率正常组与各组比 较 x Z二 35
.

1 2 P <。
.

1 0

类风湿 因子阳性率正常组与各组比 较 x Z= 3 2
.

兜 P <。
.

以

从表 3可看出
,

抗核抗体正常组和各期比差异显

著 ( P < 0
.

01 )
,

随病情加重阳性率增高
,

各期间比也

有意义 ( P < 0
.

05 )
。

类风湿因子正常组与各期比差异

显著
,

各期间无差异
。

3 讨论

各国学者基于大量工作
,

认为矽肺发病确有免疫

学因素参与
。

对矽肺患者免疫球蛋白的改变
,

国内外

报道并不 一致
。

从本文结果看除 gI G 与正常组 比较无

明显变化外
,

l g A
,

lg M 值均高于正常组
,

且 I 期煤

矽肺患者 l g A与正常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 ( P < 0
.

05 ) ,

IgM 只有 I 期与正常组 比较有明显差异 ( P < 0
.

01 )
。

值得注意的是 gI E ,

煤矽肺患者各期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
,

而且随煤矽肺加重而明显增高
。

经方差分析 F =

4
.

9 8 1
,

P < 。 .

01
,

各组间有明显差异
,

各期与对照组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堪E是一组亲细胞性抗

体
,

聚合的 gI E 直接诱发活性介质的释放
,

同时堪E可

能与超敏反应中的某些细胞有亲合力
,

从而导致过敏

反应
,

可 能与疾病的发生和病情程度有一 定的关系
。

T 细胞亚群 ( T r ,

T川 值
,

各期煤矽肺患者都低于

止常组
,

且有明显的差异 ( P < 0
.

0 1 ) , B淋巴细胞值均

高于正常组
,

且有显著差异 ( P < 0
.

OD
。

已证实 T 拼细胞

能增强 B 淋巴细胞合成免疫球蛋白
, B 淋巴细胞的增

高
,

可能是 T “ 细胞在免疫反应过程中增强的结果所

致
。

抗核抗体和类风湿因子的阳性率
,

各期均高于正

常组
,

且随病情加重而有所增高
,

各组间且有明显差异

(P < 0
.

0 1)
。

有文献报道类风湿因子和免疫复合物反

应产生不溶性物质
,

而沉积于 毛细血管引起类风湿性

尘肺
,

因此类风湿因子的增高与煤矽肺发病及病情也

可能有某种关系
。

通过本文对煤矽肺患者免疫指标的观察
,

可见煤

矽肺的病情程度与细胞免疫功能有直接关系
,

细胞免

疫功能的改变对煤矽肺发病和病情可能有一定作用
,

且细胞免疫占主导作用
。

色盲电脑诊断矫正仪和色盲矫正眼镜的初步应用

沈 阳铁路局沈阳医 院 (1 10。。 5 ) 智 京 赵克敏

以往我国铁路乘务员色觉体检多采用各种类型的

色盲检查图谱
。

由于色盲图存在不能进行定量分析
、

易背诵记忆等缺欠
,

而造成色觉异常的误
、

漏检
。

在

色觉体检合格并已工作多年的铁路乘务人员中
,

经多

次复查仍能发现色觉异常者
。

由于这些人都是经过严

格培训
,

又经多次考试合格
,

已成为熟练掌握行车技

术
,

具有丰富经验 的技术骨干
,

如断然取缔其行车资

格
,

对铁路运输事业将是一大损失
。

为此
,

我们将陈

晓光教授研制发明的
“

色盲电脑诊断矫正仪
”

(陈晓

光等
,

吉林科技出版社
.

1 9 9 2)
,

应用于色觉检查并为

色觉异常者配戴色盲矫正眼镜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抢奋方法

仪器启动后
,

让受检者端坐在高分辨彩色显示器

前 1 米处
,

通过人机对话方式输入受检者姓名
、

性 别
、

年龄
、

单位
、

家族色盲史
。

然后根据体检 目 的 下 达 指

令
,

使屏幕上每隔 10 秒显示一幅检查图
。

受检者各图

皆识则检查结束
,

打印出色觉 正常
。

如果有错读或认

不出是什么图或字
,

则此图将停留在屏幕上
,

通过键

盘改变 R
,

G
,

B 或L信 号
,

直到受检者正确认 出所有

色觉检查图表
,

则检查结束
,

打印出色觉异常类别
、

梯级
、

矫正曲线和矫正处方 (详见图 )
。

根据打印出的各类各级色盲矫正 曲线
,

让患者根

据处方配戴相应曲线的色盲眼镜
,

从外部改变患者视

网膜三种视锥细胞的光谱吸收峰值
,

使传递到视中枢

的色觉信号趋于正常值
,

从而使色盲患者达到正常标

准
。

2 色觉异常的称级划分

色盲电脑诊断矫正仪的设计是根据光谱波长 440

n m
,

54 0n m
,

63 0n m 的透过率进行分析
,

根据其不

同的透过率把色觉异常划分为 4 类各 8 个梯级
:
分别

定义为第一类色盲 1 ~ 8 梯级 , 第二类色盲 1 一 8 梯

级
;

第三类色盲 1 ~ 8梯级 , 第四类色盲 1 ~ 8梯级

(见表 l , 2
,
3

,
4 )

。

3 结果

已知色盲志愿检测人员共 18 名
,

经俞自萍色盲检

查 图判定为红绿色盲 10 人
,

红绿色弱 2 人
,

红色盲 l

人
,

绿色盲 4 人
,

绿色弱 1 人
。

经色盲电脑诊断矫正

仪检测
,

诊断处方均落入前述 4 类 32 种矫正曲线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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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配戴相应矫正 曲线的色盲眼镜
,

均能通过俞自萍
、

李春慧
、

贾永源等编绘的色盲检查图表
,

达到正常色

觉标准
,

有效率 1 00 %
.

裹3 第三类色盲的光谱透过率 ( % )

波 长 梯 级
(n m ) 1 2 3 通一

5 6

一
7 一

云
~

随随机 演示图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眼眼眼眼值 U

,

刃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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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变化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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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第四类色盲的光谱透过率 (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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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觉检查流程图

表 1 第一 类色盲的光谱透过率 ( 旦石)

波长
( n m )

.

声
.

一一 级一
_

_ _
1 , 久 4 5 6 7 8

4 4 0 4 0 4 7 5 4 6 1 6 8 8 5 9 2 9 9

5 4 0 8 1 2 1 6 2 0 2 5 3 9 3 5 4 0

6 3 0 8 0 8 3 8 6 a g 9 2 9 5 9 8 1 0 Q

表 2 第二类色盲的光谱透过率 ( % )

波长 梯 级
(n m ) 丁一一飞一一百一一 丽

一

一 5 6 7 5

4 4 0 4 2 4 0 2 8 2 0 1 5 1 1 5 1

5 4 0 3 0 2 4 2 0 1 6 1 2 8 5 1

6 3 0 1 0 0 1 00 8 0 9 0 9 0 9 4 9冬 沙8

4 讨论

近年来由于 神经解剖学 和电生理学的发展
,

已基

本阐明色觉信息传递顺序和调节
、

控制系统
。

证明了

色觉信息在视网膜的编码器系统
、

外侧膝状体的调节

器系统
、

大脑皮层视区和大脑的综合控制系统
。

这些

系统依次对色觉信号进行加工处理
,

顺序传递给下一

个水平层次
,

最后由大脑综合分析产生对外界的色知

觉
。

色觉过程的拓扑学研究和色觉异常突变模型研究

为色觉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提供了重要的硬 件 组 成 部

分 , AV T O
,

C A D 计算机绘图软件为计算机模拟提供

T 重要功能模块 (m o d u l e )
。

通过电脑检测系统调 整基色和色度信号让患者能

识别每一幅色觉检查图表
,

从而记录到准确光谱灵敏

度曲线及色觉异常类别和等级
,

根据色觉异常者的光

谱灵敏度曲线设计相对应的光谱矫正 曲线
,

制成色盲

矫正眼镜
,

以改变视网膜三种视锥细胞的光谱吸收峰

值
,

从而使色盲患者达到正常色觉标准
。

以上便是陈

氏色盲电脑诊断矫正仪的基本原理
。

色觉检查一向使色觉异常者望而生畏
,

他们总是

想方设法瞒过检查
,

致使相当一部分色觉异常者进入

正常者行列
,

混进严格限制色觉异常的 专 业 队 伍
。

“
色盲电脑诊断矫正仪

”

的发明和应用
,

不仅是色觉

检查者的一大利器
,

可 以对色觉异常进行定性
、

定量

分析
,

而且也给色盲患者带来福音
,

使他们戴镜后增

加升学就业机会
,

同正常色觉者共享五彩缤纷的大千

世界
。

5 小结

色盲电脑诊断矫正仪突破了色觉研究 的 传 统 方

法
,

实现了数学模型与计算机模拟研究色觉与色盲的

新方法
,

对色下f与色盲矫治的定性定量研究
,

使色育矫

治成为可能
。

18 例色盲经矫治有效率 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