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7 2

裹 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9 5年第 8 卷第 5 期

备尘龄组血清钢蓝蛋白活性与对照组的 比较 中刀刀旧】/ )L

分 组 例数 均 数 标准差

对 照 组

尘龄 1 年以 上

尘龄 1 5年以 上

5 5

6弓

5 2

3
.

3 4 ~ 6
.

3 2

4
.

2 8 ~ 7
.

0 1

4
.

9 7 ~ 8
.

3 9

5
。

1 4

5
.

9 1 .

6
.

3 4二

与对照组 比较 . P < 0
.

05 二 P < 0
.

0 1

结果表明
,

不 同尘龄组血清铜蓝蛋自活性显著高

于对照组
。

2
.

3 血清铜蓝蛋自活性与铜
、

铜 /锌 比的 相 关 分 析

(表 3 )

表 3 血清 C P 活性与 C u 、

C u / Z n 比的相关分析

尘 岭组
( 年 )

C P 与C u C P与 C u / Z n

a b r a b r

另外血铜的增加可使休内氧化基的形成增多
,

造

成脂质过氧化速率增高
,

而 C P 作为一种抗氧化酶有

明显地抑制铜诱发的脂质过氧化作 用
,

因此 C P 活性

的增加可能是机体的一种防御性反应
。

铜和 C P 在二氧化硅所致的肺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中均有一定的作用
,

并且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

本文的研

究结果证实
,

不 同尘龄组血清铜
、

铜 /锌比和 C P活性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
,

并且 C P与铜
、

铜 /锌比都有较好的

线性关系
,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
.

51 一。 .

69
、

0
.

63 一

0
.

86
。

由于血清铜的增加
,

含铜酶 C P 也同步增加
,

因

此可认为铜和 C P 是矽尘所致肺纤维化的一项有意义

的指标
。

关于接尘者血清锌的变化报道不一
,

有报道血锌

与砂肺病程的发展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

本文测试的结

果是矽尘组血锌无明显降低
,

其原因可能是机体在矽

尘过量负荷的情况下
,

被激活的巨噬细胞分泌白细胞

内源性物质 (L E M )
,

能刺激肝细胞从血中摄取更多的

锌
,

合成应急相反应物 (如 a Z应急相球蛋白等 )
,

因

而造成血锌降低
。

这种低锌状态
,

机体会通过调节从

外界摄取更多的锌以维持血锌水平
。

微量元素铜
、

锌之间有拮抗作用
,

铜 可 促 进 纤

维化
,

锌有抗纤维化作用
,

这与胶原合成与降解中所

需的酶有关
。

因此
,

可提示对高尘龄的接尘工人适当

的补锌
,

提高血锌水平
,

拮抗过量铜的促 纤 维 化 作

用
,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抑肺纤维化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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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

矽尘组血清铜蓝蛋白与铜
、

铜 / 锌比

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 r 值 的显著检验 P < 0

.

05
。

而铜

蓝蛋白与血清锌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

3 讨论

铜蓝蛋白 (eC r ul oP l a石刀n
in

,

C )P 是重要的细胞外

液抗氧化酶
,

为一种含铜的 a 糖蛋白
,

主要在肝内合

成
,

负责体内铜的转运
。

正常人 95 %的铜结合在 C P

上
。

C P 催 化eF
Z 十 转变成F e 3 千 ,

从而消除 Fen ot n 氏

反应 (F e Z十 + H 2 0 2、 F e 3 ` + O H
一 + O H

’

) ,

同时还能

直接消除 0 2 万 ,

尤其是细胞外液 0 2二浓度高时
,

C P具

有类似于 S O D对0 2 , 的清除作用
,

从而抑制了细胞生

物膜的脂质过氧化作用
。

国内外报道认为
,

矽肺患者血清铜增加
,

其含量

与肺组织的胶原量呈某种程度的一致关系
。

实验研究

证实
,

矽肺组织铜量的增加与肺组织纤维化有密切关

系
,

认为血铜升高不仅是染尘的炎症反应的结果
,

而

且是肺纤维化的指标
。

实验性矽肺大鼠B A L F 中透明质酸含量改变及其意义

北京 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职业病科 l( 。。 0 8 3) 徐希娴 丁丽 华 陈 明

透明质酸 (H A ) 在一些间质性疾病中的病理学意

义 日益受到重视
,

曾有报道矽肺患者血清中H A 含量

增多
、

结节病B A L F中H A 增高而血清 H A 正常
,

本文

对实验矽肺大鼠B A L F中H A 进行了测定
,

并与血清

H A及 B A L F中铜蓝蛋白 ( C P )测定结果进行了比较
。

1 材料与方法

飞
.

1 粉尘 标准 51 0 2 粉尘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

功卫生研究所提供
。

1
.

2 实验动物及处理 体重 2 00 ~ 2 5 09 左 右 雄 性

W is at r大鼠随机分为染尘组
、

生理盐水对照组及正常

对照组
。

染尘大鼠在乙醚麻醉下
,

经气管内注入 50 n l g

/mJ 51 0 2 尘的生理盐水混悬液 l m l ,

生理盐水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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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注 入等量的生理盐水
,

正常组未作处理
。

染尘组与 对苯二胺盐酸盐法测定
。

结果用光密度值表示
。

生理盐水对照组于处理后 1
、

2
、

4 及 12 周各处死 6 1
.

4 统计方法 显著性 T 检验及直线相关分析
。

只
,

作支气管肺灌洗
,

收集B A L F备用
,

2 给 .

1
.

3 H A及 C P 测定 H A 试剂盒购 自上海海军医学 2
.

1 B A L F及血清中H A 侧定 结果见表 1
。

研究所
,

放免分析法测定
,

可测限为 10 拼g / L
。

C P 用

裹 1 B A L F及血清 H A水平测定结果 印g/ )L (父压 s)

组 别 1W
2 W 4

W
1 2W

N S组
《 1 0

.

67 士 1
.

4 8

1 2 4
.

17 士 4 9
.

0 2

蕊 1 2
.

6 1士 5
.

8 5

1 2 5
.

3 3土 4 7
.

4 9

夏 11
.

1 6 土 2
.

6 0

8 1
.

2 0 士 6
.

8 8

《 1 0
.

3 3土 0
.

7 5

1 2 3
.

6 0士 31
.

9 5

B S !
.

1 7 士 3 0
.

0 7 . 7 9
.

3 3 士 3 7
.

3 4 . G0
.

0 0 土 2 1
.

9 8 . 4 9
.

7 1士 2 1
.

42二
5 10 2组

5 1 67
.

5 土 3 8
.

2 6 1 2 1
.

6 7 士 3 4
.

1 6 1 0 5
.

6 7 士 67 . 1 09
.

57 士 2 8
.

4 5

B
:
B A L F

;
S

:

血清 , B A L P
:

H A 正常对 照组 ` 13
.

3拼g / L
,

血清H A正常对照组为 1。。
.

8 3 士 12
.

6; .
P < 。

.

0 5
,

二 P < 。
.

00 1 .

由表 1 可见 B A L F及血清H A
,

在生理盐水对照组 血清H A除染尘 4 W时与对照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 P <

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染尘后 0
.

0 5) 外
,

余各组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 。
.

05 )
。

不同时间组 B A L P H A与对照组相 比均具有极显著性 2
.

2 B A L F中 C P测定结果

差异 ( P < 0
.

00 1)
。

染尘组较对照组平均增高 6
.

26 倍
。

裹 2 B A L F中 C P活性测定结果 (光密度值 ) 区 士 s)

IW ZW
4 W 1 2W

N S 组

5 10 2 组

0
.

0 1 0 8士 0
.

0 07 1

0
.

0 7 4 土 0
.

0 2 9 5二

0
.

0 1 67 士 0
.

0 0 4 3

0
.

0 5 5 7 士 0
.

0 18 8 .

0
.

0 1 9 5土 0
.

0 0 61

0
.

0 5 5土 0
.

0 1 1 5 ,

0
.

0 07 4士 0
.

0 0 1 6

0
.

0 5 0 6 士 0
.

0 07 8 .

P < 0
.

0 5 二 P < 0
.

0 0 1

由表 2 可见染尘后各组 B A L F C P活性与对照组

相比
,

差异也十分显著 ( P < 0
.

05 )
,

前者较后者平均

增加 4
.

” 倍
, B A L F 中H A 与 C P 间呈正相关 (r 二

0
.

6 2 0 9
,

P < 0
.

0 1 )
。

3 讨论

H A 为直链高分子 多糖
,

是结缔组织基质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在肺内主要 由成纤维细胞合成
。

本文观察

到大鼠矽肺纤维化过程中 B A L F H A 增高
。

有报道

H A 可使 巨噬细胞聚集
,

而矽肺正是以 巨噬细胞聚积

为起点的疾病
,

推测矽肺过程中增多的H A 可通过巨

噬细胞聚积
、

释放纤维母细胞增殖因子最终导致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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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 z n V s M g ) i n et r er 坛 t i o n s i n b i o s y st e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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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参与矽肺纤维化过程
。

H A 可能是成纤维细胞活

化的一 种标志物
。

C P 为一 种含铜的糖蛋白
,

能促胶原 发 生 交 联

反应
,

是尘肺辅助检查中一 重要生化指 标
。

本 实 验

B A L F 中C P 活性在染尘后各期均较对照显著增加
,

但增加幅度似不及H A 高
,

二者间有很好的相关性
,

H A可能是一项较 C P更敏感的指标
。

本实验血清中H A除 4W 外
,

余各时间与对照相

比差异均无显著性
,

表明 B A L F 中H A 测 定 较 血 清

H A更敏感
。

(感谢北医大公卫学院秦孝发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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