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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浓度的作业环境中
,

选择 46 名接触作业工人
,

结

果女工表现月经紊乱
、

妊娠异常经过和结局
,

男工表

现性功能障碍症状
,

与国外报道结果是一致的
。

说明

苯乙烯有生殖毒性作用
。

苯 乙烯引起生殖功能障碍的原因
,

可能与激素有

关
。

己知性激素和促性腺激素对人类生殖的复杂过程

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

皋酮含量减少或缺乏能够影响

精 子的生成
,

临床表现阳萎
、

早泄和性欲 减 退 等 症

状
。

雌二醇降低影响月经功能和妊娠过程
。

下丘脑释

放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 n 一 RH )和 垂体分泌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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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激素 (F S H和 L H )共同控制性激素
,

而性激素水平

的变化又通过正
、

负反馈作用影响下丘脑和垂体的释

放功能
,

二者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维持正常生殖过程
。

本文工人血清 E Z 、

T和 F S H 含量均明显减少
,

与国

外学者的提出大鼠长期接触苯 乙烯可导致翠丸生成激

素障碍的结果相符合
。

实验结果说明接触作业工人的

生殖功能障碍症状
,

主要是由于苯乙烯引起性激素和

促性腺激素水平下降
,

干扰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和

翠丸轴系统的神经内分泌调节功能
,

导致激素代谢失

调 的结果
。

矽肺患者与矽尘作业工人脂质过氧化状态的研究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 7 10 05的 谭 洪 张宝琦 吴 法章

西安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许长安 易 成

近年米
,

自山基生物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
,

国外
,

些学者多项研究证实
,

51 0 : 粉尘能使肺巨魄细胞

生物膜的类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
,

并产生 自由基
,

使

过氧化脂质 ( L P O ) 显著增加 ; 还有一 些学者观察到

5 10 2 粉尘对肺组织脂质过氧化作用具有一定的剂量 -

效应关系
,

认为脂质过氧化反应与矽肺的发生
、

发展

的病理过程密切相关
。

本文报道矽肺患者与矽尘作业

工人及对照组血清脂质过氧化产物 M D A 的含 量 及

S O D 的活性
,
一

以探讨矽肺息者与矽尘作业工人脂质过

氧化状态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1
.

1
.

1 矽肺组
:

72 名男性工人
,

平均年龄 61 岁
。

接

尘工龄 3 ~ 1 7年
。

I
、

I 期矽肺各 3 6人
。

1
.

1
.

2 矽尘作业工人组
:

30 名男性铁路隧道 工
,

平

均年龄54 岁
。

接尘工龄 12 ~ 23 年
。

1
。

1
。

3 对照组
:
选择40 名无接尘史的健康男 性

, j
卜

均年龄60 岁
。

1
.

2 测定指标与方法

1
.

2
.

1 血清丙二醛 (M D A ) :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 比 色

法测定
,

以拼m
o l / L 表示

。

1
.

2
.

2 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 :

采用邻苯三

酚自氧化法测定
,

以拼m
o l /m in 表示

。

2 结果

2
.

1 矽尘作业工人与矽肺组血清M D A

结果表明
,

矽肺患者与矽尘作业工人血清中 L P O

的代谢产物M D A 均显著高于健康人对照组
,

提示其

脂质过氧化反应均处于活跃状态
。

I
、

I 期矽肺组与

矽尘组 比较
,

矽尘组高于矽肺组 ( P < 0
.

0 1)
,

说明在

衰 1 各组血清M D A含量的 比较

分 组 矛艺 X S D P

对照组 切 3
.

哭 0
.

54

矽 尘组 5 0 4
.

67 1
.

2 1 < 0
.

Q i

I 期矽肺 3 6 3
.

63 0
.

67 < 0
.

0 1

I 期矽 肺 3 6 3
.

6 4 0
.

5 0 < 0
.

0 1

岗接尘作业工人
,

山于矽尘的经常性接触
,

其脂质过

氧化反应处于经常性
、

连续性
,

因而处子更加活跃的

状态
。

2
.

2 矽肺与矽尘作业工人 S O D 的活性

衰 2 各组 S O D活性的比较 (州m O I/ m in )

分 组 n X S D P

对照组 4 0 3 1
.

7 8 4
.

6 5

矽尘组 3 Q 2 9
.

0 1 4
.

7 1 < Q
.

0 5

I 期矽肺 5 6 3 8
.

4 8 4
.

0 1 < 0
.

0 1

I期矽肺 5 6 3 7
.

0 6 减
.

2 0 < 0
.

0 1

结果表明
,

矽尘作业组 SO D 活性降低
,

矽肺组

S O D 活性增加
,

且均有统计学意义
。

3 讨论

自由基引起组织细胞脂质过氧化反应与矽肺的关

系 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实
,

5 10
2 粉尘能特异性地启动肺组织脂质过氧化反应

,

导致M D A 的蓄积与增加
。

国外有人用电子自旋共振

法证明
, L P O和 自由基的连锁反应是矽肺发生的启动

点 , 另有人用石英与巨噬细胞
、

红细胞培养
,

发现各

组M D A 均显著增高
。

由于 L P O 的分解产物 M D A 与

蛋白质结合
,

引起蛋白质分子内或分子间交联
,

造成

组织损伤 , 而几 M D A 还能提高胶原的稳定性
,

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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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肺纤维化的发展
。

国内外都曾有人测定石英 粉 尘 作 业 工 人 血 清

入悯OA
,

结果发现M D A 明显增高 ( P < 0
.

0 1)
。

国内有

研究表明
,

无论是矽尘作业工人
,

还是各期矽肺患者

血清中M D A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我们的调查表明
,

矽尘作业工人与矽肺患者M D A 均显著增加
,

说明其

脂质过氧化反应均处于 活跃状态
,

尤其是在岗矽尘作

业工人
,
由于经常接触矽尘

,

其脂质过氧化反应处于

经常性
、

连续性和更加活跃的状态
。

在正常机体代谢过程中
,

脂质过氧化反应产生的

自由基
,

可在体内抗氧化系统作用下
,

不 断 加 以 清

除
,

以维持其动态平衡
。

S O D 是人体酶促抗氧化系

统中最重要的一种
,

它能把 0 : 二歧化成 H Z O Z + 0 2 ,

清除自由基
,

保护细胞的正常活力
。

国内的一些调查

发现
,

接尘工人与矽肺患者 S O D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
。

我们的调查表明
,

72 名 I
、

I 期矽肺患者红细

2 7 1

胞 S O D 活性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P < 0
.

0 1)
,

说明由

5 10 2 引发产生的活性氧自由基
,

必然导致机体反馈调

节生成大量的 S O D ,

正是由于机体这种防御机制
,

导

致矽肺患者 S O D 活性显著增加
。

而矽尘作业工人 S O D

活性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这一 结果与国内

外一些
`

学者关于矽肺早期L P O增加
,

而抗氧化剂活性

(A O A )下降
,

晚期 L P O 减少
,

而 A O A增高的研究结

果相一 致
。

由于 实验与临床研究证实
,

51 0 2 导致的脂质过

氧化反应
,

参与了矽肺演变进程
,

在矽肺发生
、

发展

的病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

因此有人认为控制矽肺

L P O反应
,

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
,

阻抑与延缓矽肺病

的发展
,

并认为对矽尘作业工人
、

矽肺患者给予 V E
、

V C
、

eS
、

Z n 等抗氧化剂进行预防性和临床治疗
,

是有

积极意义的
。

矽尘作业工人血清铜蓝蛋白活性与

微量元素铜锌相关关系的探讨

新疆医学院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 8 3。。 5 4) 马 勇 陈晓霞

铜
、

锌是体内重要的微量元素
,

它与许多疾病的 研究对象除外矽肺患者和 能影响测试结果的其他

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

有报道认为矽肺患者血清铜的 疾病
。

矽尘组与对照组以及各尘龄组与对照组 之间的

增加
,

是矽肺组织纤维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

另有报道 年龄构成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矽肺患者血清铜蓝蛋白活性与铜
、

铜锌比值有一定的 1
.

2 方法

关系
。

为探讨矽尘作业工人铜蓝蛋白与微量元素铜锌 1
.

2
.

1 铜蓝蛋白活性测定
:

采用 Sun d e r n l 良n 法
,

即

的相关关系
,

我们以 n 6 名接尘工人为研究对象
,

作 盐酸对苯二胺基质法
。

一初步探讨
。

1
.

2
.

2 血清铜
、

锌的测定
:

取空腹静脉血清 50 川
,

1 对象与方法 :l I H N O 3 o
.

s rnJ 消化30 分钟
,

用 乙二胺中和
,

加缓冲

1
.

1 对象 液于M P
一 1型微分电位溶出仪测定

。

矽尘作业组
:
选择某汽车制造厂铸造车间连续接 2 结果

尘两年以上的工人 n 6名
,

平均年龄 33
.

5 岁 (1 9~ 5 5 2
.

1 血清铜
、

锌
、

铜 /锌比值 (表 1 )

岁 )
,

平均工龄 1 2
.

1年 ( 2 一 35 年 )
。

结果表明
,

矽尘组血清铜
、

铜 /锌比都显著高于

健康对照组
:
为本厂 57 名不接触尘毒及其他生产 对照组

,

同时高低尘龄组也分别显著和极显著高于对

性有害因素的工人
,

平均年龄3 4
.

2岁 (l 9~ 56 岁 )
,

照组
。

而血清锌则无统计学意义
。

平均工龄 13
.

4 (1 ~ 35 年 )
。

2
.

2 血清铜蓝蛋白活性 (表 2 )

裹 1 不同尘龄组与对照组血清C u 、

z n
、

C u
/ z n 比值的比较 (又土 s)

分 组 n C u 印 m o l / L ) Z n 印m o V L ) C u / Z n

对 照 组

尘龄 1 年以上

尘龄 1 5年以 上

2 2
.

0 5士 3
.

5 0

2 5
.

2 8士 3
.

87二

2 4
.

88 士 6
.

7 4 .

1 2
.

1 6士 3
.

8 1

1 2
.

9 6土 3
.

6 1

1 3
.

Q4上 4
.

3 0

1
.

8 4士 0
.

7 0

2
.

3 9土 0
.

6卫吞

2
.

4 2土 Q
.

7 1△

óJJ咦勺自目̀一匕户舀

与对照组 比 较 (血清C u ) P < 0
.

0 1
, .

P < 0
.

0乙,
与对照组 比较 (C u / Z n 比值 ) 吞 P < 。

.

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