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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含铜酶与血清铜关系的探讨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0 0 2 4) 彭姗 茁 杨晓霞 张赤眉

辽 宁省饲料工业服务总站 郭伟 东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魏明至

提 要 本文选择矽肺及其合并症患者为研究对象
,

测定了全血 SO D 的活胜
、

血清 uC 含量
、

C P

活性及 L P O 水平
。

结果表明
,

矽肺及其合并症患者全血 S O D 活性
、

血清 C u含量
、

血清 C P 活性及血清

L P O水平均有明显升高
,

初步揭示了这些生物学指标之间的关系及变化规律
.

美挂询 矽肺 全血S O D 血清 C u

超氧化物歧化酶 (S u ep or 范de id s耳山 t a se
,

1
.

2
.

1 全血 S O D 活性测定
:
采用邻苯三酚自

S O D )是一种含有铜 (uC )
、

锌 ( Z n ) 元素的金属 氧化比色法
` 3” ,

S O D 活性以每克血红蛋白所含

酶
,

它广泛存在于各种生物体内
,

是活性氧的 S O D单位表示 ( U / .g H b)
。

清除剂
,

是防御超氧自由基损害的酶
,

与机体 1
.

2
.

2 血清 C u 含量测定
:

采用无焰原子 吸收

的衰老
、

肿瘤
、

炎症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血液 分光光度计测定血清CU
,

结果以 拌g/ id 表示
。

病
、

心脑血管疾病和辐射的防护有关
。

国内外 1
.

2
.

3 血清铜蓝蛋 白 ( C P ) 活性测定
:

采 用对

的许多学者已证明
,

石英在肺内产生大量自由 苯二胺盐比色法
。

C P 活性单位 ( U )规定为 O D

基
,

自由基破坏了膜上的脂类
,

产生脂质 过氧 5 30 n m / 30 分钟 / 1 0 0而
。

化物 (U禅d P er o ix des
,
L P O ) 是导致矽肺发 1

.

2
.

4 血清 L P O 测定
:

采用硫代巴比妥比色

生 的重要反应
〔 ’ 〕。

S O D是体内清除自由基的有 法 (’] ,

结果以丙二醛 (M D A ) n m ol /mJ 表示
。

效酶类
,

它的活性与体内脂质过氧化物水平有 2 结果

密切关系
。

我们 曾报道矽肺患者血清 uC 水平 2
.

1 各期矽肺患者全血 S O D活性
、

血清 C u 含

增高
〔幻 ,

而 C u原子位于 S O D 活性中心
,

在 S O D 量
、

血清 C P 活性以及 血清 L P O 水平测定结

的催化活性中起决定性作用
。

本文试 图通过探 果
。

讨全 血 S O D活性与血清 C u 含量的关系
,

为诊 本次测定 69 例各期矽肺患者的全血 S O D

断和治疗矽肺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指标
。

活性
,

83 例血清 C u 含量
,

72 例血清 C P 活性和

1 材料与方法 37 例血清 L P O 水平
,

并按病程发展不同阶段

1
.

1 采血对象 进行了分析
,

结果详见表 1
。

住院矽肺患者 83 例
,

其中 I 期 59 例
,

I 期 由表 1 可见
,

各期砂肺患者与 对 照 组 相

10 例
,

l 期 14 例
; 属单纯矽肺 22 例

,

合并各种 比
,

全血S O D 活性
、

血清 C u 含量和 L P O 水平

呼吸系统疾病61 例
,

平均年龄 6 0
.

5岁
,

取年龄 均有显著增高
,

并具有统计学意义
。

其中血清

相近 30 名健康人为对照组
。

C u 含量 I 期与 I
、

l 期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

1
.

2 测定方法 P < 0
.

05 ; C P 活性 I 期矽肺患者显著高于 I
、

裹 1 各组矽肺患者四种指标测定结果

S OD ( U / g
·

H b ) C u (拌g / d l ) C P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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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期
,

P ( 0
.

05

2
.

2
.

单纯矽肺与有各种合并症患者全血 S O D

活性
、

l证清 C u 含量和血清 C p 活性比较结果
,

详见表 2
。

裹 2 矽肺与有合并症患者三种指标 比较结果

分 组

s 0 D 性V / g , H b )

n X S D

_ .

C u (拜g / d l )

陀 X S D

C P ( U )

刀 X S D

1 3 60

1 4 3 3
.

18 8 6二
19 6 8二

5 1 6 2 2 1 0 1
.

6 1 5
.

1

3 4 3 1 9 1 1 5
.

9 3 1
.

1

3公 9 1 5 12 3
.

9 . 2 9
.

0

2 9 8 艺7 13 9
.

5二 3 2
.

7

2 2

1 5

1 3

2 5

2 1 3

2 6 4

1 9 5

19 8

n
.门了, l心.ù2

,1` .1勺匀

组病道吸呼

组它病其道组和吸核核
组呼结结并肺并并矽合合合纯肺肺单矽矽矽 肺

. P < 0
.

0 1 二 P < 0
.

0 01

由表 2 可见
,

各种合并症组与单纯矽肺组

比较
,

全血 S O D 活性增高
,

血清 C u 含量与血

清 C P 活性均呈递增趋势
,

并依合并呼吸道疾

病
、

肺结核
、

既合并结核又合并呼吸道病的顺

序而递增
。

2
.

3 矽肺患者血清 C u 与S O D及 C P 的相关性

分析

在各期矽肺患者中
,

随矽肺病情加重全血

S O D活性
、

血清 cu 含量及C P 活性均呈递增趋

势
,

并且 S O D和 C P 活性随血清cu 含量上升而

增高
,
S O D 活性与血清 uC

、

C P 活性与血清

C u 存在显著正相关
, r值分别为 0

.

697 和 0
.

67 0

( P值分别小于 0
.

0 1和 0
.

0 0 1 )
。

同样
,

在矽肺合并呼 吸道病或结核病患者

中
,

随合并症加重
,

全血 S O D 活性
、

血清 C u

含量和血清 C P 活性呈递增趋势
,

并且 S O D 活

性与血清 C u 含量
、

C P 活性与血清 .uC 含量存在

显著正相关
, r 分别 为0

.

6舫和 0
.

69 9 ( P 值分

别小于 0
.

0 1 )
。

3 讨论

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 是生物机体细胞

内天然的自由基清除剂
,

其生物学意义已受到

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 , 〕。

人类红细胞 S O D 有数

种
,

其主要形式是铜锌 (uC z n
一
S O D )

,

其分子

量为 3 2 0 0左右
,

是 由两个相等的亚基组成 的二

聚体
,

每个亚基分别含有一个 CU 原子和一个

Z n 原子
。

一般认为
,

C u 原子既参与 uC Z n -

S O D 分子的组成
,

又与其催化活性密切相关
,

Z n 原子仅参与酶分子的结构
。

本研究表明在

矽肺患者中
,

随 血清 C u 含量增高
,

全血 S O D

活性也增高
,

二者呈显著正相关 (r = 。
,

6 9 7、

P < 0
.

0 1 )
。

近年来随着矽肺发病机理研究的深入
,

国

内外许多学者已证明 51 0
2

能增强肺组织和细胞

膜的脂质过氧化作用
,

由 L P O 所产生的自由

基
,

参与矽肺病变演变过程
。

同时也证明
,

生物

膜结构的变化与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
“ ” 。

本文

结果与其它文献报道结果相同
,

矽肺患者血清

L P O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

一般情况下
,

正

常机体代谢过程中
,

可不断产生各种自由基
,

但在体内抗氧化系统作用下
,

自由基又不断的

被清除
,

从而维持一个动态平衡
。

矽肺 患 者

S O D 活性维持较高水平
,

也是矽肺组织连续

不断的产生 自由基 与 L P O 的情况下
,

机体保

护水平提高的结果
。

铜蓝蛋 白 ( C P )是一种含有 6 或 8 个 C u 原

子的多铜氧化酶
,

已有实验证 明
,

S O D 是细

胞内活性氧的清除剂
,

C P 是 细胞外活性氧的

清除剂
` , , 。

C P 也有促进胶原合成的作用
,

矽

肺时与胶原纤维共存于结节中
` ’ 1 。

木文结果表

明 C P活性随血清 C u 水平增高而升高
,

二者呈

显著正相关 (r 二 O
.

C 9 9
,

P < 0
.

01 )
,

并且随矽

肺加重及肺部合并症加重
,

C P 呈上升趋势
。

这一方面是因为病情加重
,

患者体内 L P O 水

平增高
,

为清除 L P O
,

C P 相应代偿 性增加
,

另一方面
,

体内需要更多的 C P 参加胶原合成
。

综上所述
,

在矽肺患者 中
,

S O D
、

C P 和血

清 C u 三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
,

随病程进展
_ ,

.

血清中L P O水平递增
,

使得 S O D 与C P 活性相

应增加
,

这样机体就需要更多的铜原子来参加

酶的合成
,
以满足体内代谢需要

,

因而血清中

(下转第 2 9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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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情密度实验结果

样号 侧定次数 平均值 ( 1 ) 标准差 变 异系数 ( % )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9 5年第 8卷第 5期

尿样中
,

测定 5 份尿样的平行样
,

结果见表 丁
。

其结

果影响很少
。

裹 7 洗衣粉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尿样 E P荣光强度
加人洗衣粉后
E几荧光 强度

回收率 ( % )

58471 8
.

0

7
。

67

裹 6 尿样保存效果

保 存时间
( 天 )

样 品数
侧得 浓度 ( X )

( “ g / L )
相对偏差

(% )

n.o自,d

++

17 0
.

0

17 0
.

0

1 7 4
.

0

1 7 6
.

0

`U八甘OóU
j
ll三
.
工
`
l13714

从表 6 可见
,

尿样可稳定 14 天
。

2
.

8 干扰
:
有文献报道洗衣粉可影响测定结 果

。

此用本法加 5 %的洗衣粉 (光辉牌 ) 。
.

1而加入 0
.

l m l

1 1 7
.

5 1 5
.

5 8 8
。

6

2 13
.

5 1 4
.

0 1 0 3
.

7

3 1 2
.

5 1 2
.

5 1 0 0
.

0

4 1 9
.

5 2 0
.

0 1 0 2
.

6

5 9
.

5 9
.

0 9 4
。

7

2
.

9 血液原外琳与尿中原叶琳比较
:

利用本法 测 定

某铅冶炼厂 14 5 名铅作业工人的血液原叶琳和尿原外

琳
,

两者进行相关性比较
,

其 相 关 系 数 r = 。 .

71
,

P < 0
.

0。。 5 ,

两者有高度显著性相关
。

2
.

10 方法的应用
:
用本法测定了某铅冶炼厂 14 5名

铅作业工人和 155 名非铅接触工人的尿样
,

结果 见 表

8
。

裹 8 铅接触者与非铅接触者尿原外琳 (E )P 含量

组别
铅浓度范围
( m g /m , )

均 值
(m g /m 3 )

例数 尿 E P
(拌g / L )

标准差 P 值

O翻月任八甘O目

高铅组

低铅组

对照组

0
.

1 0~ 4 3
.

6 9 6
.

5 9

0
.

02 6~ 1
.

2 0 0
。

3 3

0
.

Q~ 0
.

0 2 7 0
。

0 1 2

3 4 8
.

0 7

1 8 6
.

57

1 02
.

63

3 4 6
.

3 0

13 5
.

48

51
.

7 0

< 0
.

0 1

< 0
.

0 1

,ó月
Jl勺n甘月月民臼1占1二

经统计处理
,

高铅浓度组与低铅浓度组
,

低铅浓

度组与对照组
,

高铅浓度组与对照组 比较
,

P值均 <

0
.

0 1 ,

两两之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总之本文探讨了尿中原外琳的测定条件及应用
。

应用本法取尿样o
.

l m l
,

检测下限为 1
.

4召g / L
,

标准曲

线线性范围为 0
.

0 ] ~ D
.

1拼g
。

变异系数为 2
.

9~ 6
.

1%
,

尿样加标回收率为 10 0~ 10 8写
。

尿样置冰箱 4
“
C保存

,

可稳定 14 天
。

与血液原外琳测定相比本法具有取样方

便
,

分析简便
、

快速
,

不需离心等优点
。

血液原外琳

与尿液原外琳进行相关性比较
, r 二 0

.

71
,

P < 。
.

。。。5
,

具有高度显著相关性
,

从而说明本法可应用于铅作业

工人的现场调查和铅中毒诊断
.

因本法较灵敏
,

与血

液测定相比尿样只用 o
.

l m l
,

其代表性怎样
,

还有待

于进一步探讨
。

(上接第2 6 6页 )

C u 的含量代偿增高
。

所以 S O D
、

C任
, 、

和 C u的增

高不仅是矽肺的表现
,

也是矽肺的必然结果
,

此三个指标结合可作为诊断矽肺的辅助指标
,

也可作为病程进展的参考指标
。

此 外
,

由于

S O D是消除 L P O的有效酶类
,

故 S O D 制剂对

预防和治疗矽肺可能有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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