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9 5年第 8 卷第 4 期 2 2 7

裹 2 不同煤矿粉尘中金属元素含耸侧定 ( % )

金属 元素 ( X 士S )

单 位 粉尘种 类 点数

一
镶 锌 铁 铁

柯坑矿 矽 尘 5 0
.

0 0 5 1 土 0
.

0 0 5 0
.

0 10 土 0
.

0 0 4 0
.

5 2 3 土0
.

19 9 透
.

2胜土 1
.

2 8

煤 尘 6 0
.

0 0 4 士 0
.

0 0 7 0
.

0 0 6 士 0
.

0 0 6 0
.

2 0 0 土 0
.

1 1 4 2
.

1 4 士 1
.

2 5

后舍矿 矽尘 8 0
.

00 4 士 0
.

0 0 3 0
,

0 1 1 6 士 0
.

0 0 5 0
.

6 6 8 士 0
.

3 0 2 4
.

81 士 1
.

8 7

煤 尘 5 0
。

0 0 2 8 土 0
.

0 0 1 0
.

0 0 6 8 土 0
.

0 0 2 0
.

3 3 5 士 0
.

2 6 2 2
.

4 8土 1
.

3 6

小华矿 矽尘 6 0
.

0 4 8 土 0
.

0 Q2 0
.

0 9 3 3 士 0
.

1 7 0
.

5 3 3士 0
.

2 1 5
.

7 3 士 3
.

9 0

煤尘 6 0
.

0 0犯土 0
.

0 0 2 9 0
.

0 2 0 4士 0
.

0 1 5 0
.

2 5 8士 0
.

19 2
.

9 6士 1
.

7 2

煤尘中镍元素平均。 .

0 0 3 2%
,

而锌元素。
.

0 2 0 4%
,

钦 素
,

分别高于柯坑矿 8
.

33
,

2
.

4倍
。

无发病的小华矿与

元素。 .

2 58 %
,

锌
、

钦元素分别高于镍元素 5
.

3
,

7 9
.

6 一般发病的后舍矿
,

尘肺患病率 8
.

35 %
,

其矽尘
、

煤

倍
,

我们所调查的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
,

可 尘中镍元素相近
,

但小华矿中矽尘
、

煤尘中锌元素分

望通过对作业工人补锌而达到延缓尘肺发病的目的
。

别高于后舍矿 7
。

04
,

2 倍
。

通过对三个不同煤矿尘肺发

4
.

占 据国内学者报道镍有促进尘肺发生发展的作用
,

病与金属元素关系分析
,

其结果含镍元素粉尘毒性大
,

含镍元素的粉尘对细胞毒性大
,

其尘肺发病率上升
,

锌元素含量较高
,

可能有延缓尘肺发病时间的作用
。

我们调查的结果发病率较高的柯坑矿
,

尘 肺 患 病 率 综上所述
,

小华矿未发现尘肺病
,

控制粉尘浓度

12
.

01 %
,

其矽尘
、

煤尘中镍元素分别高于无发 病 小 是主要因素
,

其次认为锌
、

钦元素含量较高
,

可能有

华矿的 。
.

06
, 0

.

25 倍
,
而小华矿矽尘

、

煤尘中锌元 抑制镍的毒性
,

延长尘肺的发病时间的作用
。

陕西地区非职业铅接触劳动人群Z P P及E P水平调查

西安市中心医院职业病科 ( 7 1。。。3) 李增 民 张基美

为了完成铅中毒诊断标准的修订工作
,
我们对映

西地区非职业铅接触劳动人群
,

进 行 了血 锌 外 琳

( Z P P ) 和血原叶琳 ( E P ) 的测定
,

并对这些侧定结

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
现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测定对象 西安地区
、

陕南汉中地区 工 人
、

农

民
、

干部及医务工作者共 18 3人
。

其中血红蛋白 (H b)

女 n o g / L
、

男 12 09 / L 以上者为正常组 (H b范围女 110

~ 2 359 / L ,

男 2 2 0~ 1 6 09 / L ) ,

以下者为 H b 偏低组

(H b 范围女 。 o ~ 2 109 / L ,

男 10 2~ 22 09 / L )
。

H b 正

常组 151 人
,

其中男 74 人
,

女 77 人
,

年龄在 21 ~ 6 0岁

之间
,

平均 37
.

1岁
。

H b 偏低组 5 2人
,

男 19人
,

女 1 3

人
。

年龄在20 ~ 54 岁之间
。

平均 35
。

2 岁
。

H b正常组

做 E P 的86 人
,

男 46 人
,

女 40 人
,

年龄也在21 ~ 60 岁

之间
,

平均 36
.

2岁
。

E P 组 的 H b 范围和 Z P P 组相

同
。

受检者均无特殊疾病
。

工作
、

生活环境中铅浓度

均不超过国家环境卫生标准
。

1
。

2 测定仪器和方法

1
.

2
.

1 测定仪器 美国 A V IV型 Z P P 血液荧光测定

仪
。

少量样品采用国产X Y
一 B型 Z P P血液荧光测定仪

,

测定前用美国标准血样校准仪器
, E P 测定使用9 30 型

荧光光度计
。

1
.

2
.

2 Z P P测定 按照 19 9 0年 5月铅中毒诊断标准修

订协作会议通过的检测质控规定方法进行
。

测定时
,

使用美国 A V TV专用盖玻片
,

先侧定其

空 白读数
,

采血 1 滴
,

用玻璃棒摊满侧量 区
,

无 气

泡
、

无凝块
,

重复测定至少两次
,

取其平均值
,

减去

空白读数
。

E P侧定
,

按照即将颁布的标准方法进行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正常人 Z P P和 E P测定结果不论按性别或合并分

析
,

均呈偏态分布
,

经对数处理后仍为偏态分布
。

男

女两组经显著性检验
, Z P P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0
.

0 1) , E P男女比较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

见表 1
, 2

。

2
.

2 将男女 H b均在 12 09 / L 以上的Z P P 值进行比较
,

u = 2
.

7 6 09 , P ( 0
.

0 1有极显著差异 , 取 H b 12 0~ 12 5

g/ L 组 段 的男
、

女例数进行比较
,

u = 2
.

0 0 5 2 , P <

。 .

05 有显著差异
。

将 H b 低于正常 (男 12 09 / L 以下
,

女 110 9 / L以下 ) 的 Z P P 与正常人 进 行 比 较
, u =

3
。

8 24 1 , P < 0
.

00 1 ,

有极显著差异
,

见表 3
。

2
。

3 将配对资料齐全的86 名正常人的 E P和 Z P P测定

结果做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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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性别

男

女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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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例正常人Z P P 侧定结果 (娜的互/ L)

例数 范围 中位致

0
.

7 2 8

0
。

8 2 9

0
。

7 8 4

9 5 %上 限 9 9 %上限

0
。

2 2 4 ~ 1
.

2 9 9

0
。

4 0 3 ~ 1
。

6 5 8

0
。

2 2 4 ~ 1
。

6 5 8

P < 0
.

0 1

1
。

2 9 5

1
。

2 1 6

1
。

4 69 2

1
。

3 8 4

组̀甲̀̀17
的̀ó勺

月上

衰 2 86 名正常人E P侧定结果扭几旧】/ L )

性别

男

女

合计

例致 范圈 中位数 9 5 %上限 9 9 %上 限

0
.

2 1 3 6 ~ 1
。

4 0 62 0
.

6 7 6 4 1
.

0 6 8 1
。

2 2 82

P > 0
.

05
0

.

3 2 0 4 ~ 1
.

3 3 5

0
。

2 1 3 6~ 1
。

4 Q6 2

0
.

7 2 9扮

0
。

7 2 62

1
.

2 1 0 4

1
。

13 9 2

1
.

4 0 62

1
。

3 17 2

4086

裹 3 z 班谴在不同H b 分组中统计结果 ( “ m o l / L )

分 组 性别 例数 范围 中位数

H b 在 1 2 0 ~ 1 2 5

g / L 之间的组段

0
。

2 6 9 ~ 1
.

2 9 9

0
.

4 0 3 ~ 1
.

5 0 1

0
。

7 5 0

2
.

0 0 5 2 < 0
.

0 5

0
.

7 8 4

峥八甘口 曰03男女

H b均在1 2 0 9 / L

以上

0
.

7 2 8

2
。

7 6 0 9 < 0
.

0 1

0
。

8 2 9

怪̀
9

月̀,目

男女

H b低于正常男女

H b正常男女

合计

合计

3 2

1 5 1

0
.

2 2 4~ 义
.

2 9 9

0
.

4 0 3 ~ 1
。

5 0 1

0
.

2 6 9~ 2
.

1 9 5

0
。

2 2 4~ 1
。

6 5 8

1
。

0 0 8

3
。

8 2 4 1 < 0
.

0 0 1

0
.

7 8 4

衰 4 8 6名正常人 E P和 Z P P相关及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

Y = A + B X

Y 二八 X 刀

A B r P

1 0
。

8 2 6

1 6
。

8 9 8

8
.

0 2 4

0
。

6 3 9

0
.

56 0

0
。

5 5 5

< 0
。

0 1

< 0
。

0 1

3 讨论

3
.

1 关于 Z P P 的正常值
,

全国各地均作了大量的报

道
,
我们对西安

、

陕北以及全省的Z P P正常值 已做过

报道
,

曾建议将正常值上限定为 1
.

56 8拌m o l / L
。

由于

我们以往调查中均采用进口专用盖玻片
,

本底较低
,

按国外习惯
,

本底值一律不减
,

因此所得值偏高
,

与

美国以往报道的数值一致
。

但近来
,

美国为了搞好质

量控制
,

已将即P仪零点 (空载值 ) 调至负 。
.

179 ~

0
.

2 4 6 IL m o l / L ,

以抵消盖玻片本底值 ( 0
.

2 2 4 “ mo l / L

左右 )
。

因此
,

如将本底值减掉
,

陕西地区 Z P P正常值上

限可定为 1
.

34 4拼扰旧】/ L
。

这与国外近来的报道相似
。

本

次调查中均按全国协作组统一质控要求
,

测定值将盖

玻片本底值减去
。

151 名正常人红细胞内Z P P的含量范

围为 0
.

2 24~ 1
.

6 5 8“ mo l / L ,

中位数为 0
.

7 8`拌mo l / L
。

9 5 %
,

99 %上限值分别为 1
.

2 16 “ m o l / L ,
1

.

3 8 4拼mo l

/ L
。

该结果与以往报道一致
。

因此我们认为映西地区

Z P P 正常值上限定为 1
.

34 4拼m of / L 比较合适
。

8 6名正常人做了 E P 侧定
,

含量范围 。
.

2 136~

1
.

4 0 6 2“ m o l / L ,

中位数 0
.

72 62拜m 0 1/ L ,
95 %

, 9 9%

上限分别为 1
.

139 2杯rI oL l / L
,

1
.

3 17 2拼代旧1/ L
。

经检验

男女两组无差异
,

据此数值
,
我们建议将正常人上限

值定为 1
.

2 7 4拜几旧 1/ L
。

3
.

2 为了进一步研究 Z P P值和男女性别的关系
,

排除

H b高低对Z P P 的影响
。

我们将男女两组的1场 采取同

一下限对其 Z P P值进行统计处理有极显著差异 , 将同

一 H b组段的男女两组 Z P P 值进行统计处理
,

亦有显

著差异
。

说明男女两组的差别除了受女性 H b 偏低的

影响外
,

其他因素亦应考虑
。

如铁
、

锌等离子
,

特别是锌

离子的存贮或离子代谢不 同等因素
,

值得 进 一 步 探

讨
。

国外有文献报道
,

对经过清洗的红细 胆 进 行 侧

定
,

男女两组 Z P P值无差异
。

我们把32 例 Hb 低于正

常的Z P P测定结果和 15 1例正常人做了比较
,

统计处

理有极显著差异 ( P < 0
.

00 1)
。

这说明H b偏低必然影响

Z P P的测定结果
,

使之偏高
。

3
.

3 经相关分析
, E P和Z P P呈直线相关

,

有的报道

认为两者可以互换
。

由于 Z P P 血液荧光仪的问世
,

Z P P 测定较之 E P 有着简便
、

快速且易为患者接受等

优点
。

基于这两个原因
,

在大规模的铅作业工人筛选

普查中
,

Z P P测定可列为首选指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