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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红波滤膜测定总尘
,

结果见表 5
。

襄 5 棉纺厂各工序总尘浓度 (m g /m 3 )

一 . 二 。

“ 总 尘
J 一 J了 下干 P口 六切 城吮 -

~二二 ,

- - - 一 ~ 一~ 不 ~ ; 戈 , - ~ -

月且 0
. 】J

可吸入尘

M S
.

D

开棉 2 6 2
.

3 38 1
.

19 9 1
.

0 6 7 0
.

6 1 2 0
.

4 7 0 < 0
.

0 5

梳 棉 2 0 5
.

3 5 8 2
.

0 5 6 2
.

2 07 0
.

42 0 一 0
.

0 3 8 > 0
.

0 5

并条 1 8 2
.

4 08 0
.

8 4 5 1
.

47 5 0
.

4 1 6 0
.

0 5 4 > 0
.

0 5

粗纱 2 4 1
.

7 6 1 0
.

52 4 0
.

6 8 8 0
.

2 1 0 0
.

1 7 5 > 0
.

0 5

细纱 2 3 1
.

8 2 3 0
.

7 0 6 0
.

3 2 5 0
.

1 4 7 一 0
.

0 5 > 0
.

0 5

合计 1 1 1 2
.

6 4 3 1
.

7 1 8 1
.

1 02 0
` 7 5 2 0

.

62 3 < 0
.

0 1

由表 5 可看出
,

总尘样本测定结果的离散度大
,

从总尘标本的分散度来看 (表 6 )
,

它们 的纤维

当与可吸入尘浓度比较时
,

两者相关性差
。

当把 5 个工 尘和片状尘的比例也是较高的
,

虽也以小 颗 粒 尘 为

序 I n 对样本加在一起计算时
,

两者的相关 r 二 0
.

6 2 3
,

主
,

但纤维尘和片状尘较多
,

因此影响总 尘数 值 较

P < 0
.

01
。

粗略地看
,

总尘约为可吸入尘的 2
.

5倍
。

大
,

尤以细纱工序空气中粉尘基本上总尘为可吸入尘

裹 6 总尘分散度计数 ( % )

工序 < 2拌 2拌~ 5拌~ 1 0拌~ 纤维尘 片状尘 合计

开棉 3 4
.

9 4 5
.

9 6
.

8 4
.

6 3
.

2 4
.

6 1 0 0

梳 棉 2 9
.

6 48
.

0 5
.

7 2
.

7 8
.

3 5
.

5 1 0 0

并条 2 8
.

7 4 5
.

5 8
.

0 5
.

1 5
.

5 7
.

2 1 0 0

粗纱 3 1
.

0 52
.

5 3
.

1 1
,

3 3
.

9 7
.

5 1 0 0

细纱 3 0
.

7 3 8
.

1 9
.

5 6
.

2 1
.

4 1 4
.

2 1 0 0

的 6 倍
,

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棉纺工所接触到的粉尘的 尘采样方法和仪器
。

量及其危害程度显然是不确切的
,

当然如果前纺车间 7
.

2 国产K C 一 1型可吸入尘采样仪和 C D R 滤膜可用

(开棉
、

梳棉
、

并条
、

粗纱 ) 的粉尘浓度达到卫生要 于棉尘可吸入尘采样测定
。

求时
,

细纱工序就毫无问题了
。

7
.

3 棉
一

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一般来说 小 于 5 %
,

7 总结 且从棉尘症患病率来看
,

棉尘的危害主要 以气道反应

7
.

1 由于棉尘来源混杂
,

不应采用包括大量棉 纤 维 为主
,

故不应以尘肺的标准来要求棉尘的卫生标准
。

的总尘测定
,

而应采用可以代表人吸入情况的可吸入 (参考文献 略 )

尿中原叶琳测定条件的探讨

湖南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 4 1 0 0 78) 陈安朝 吴 维生

红细胞原外琳测定是铅接触调查和铅中毒诊断时

一项较特异的监测指标
,

该指标的测定国内已有许多

报道
.

但在现场调查及实际工作中获取血样有一 定的

困难
,

而尿样则较易获得
。

为此我们根据测定血液红

细胞中原外琳的原理与方法
,

探讨尿中原外琳的测定

条件
,

以了解尿中原外琳的测定在铅接触调查和铅中

毒诊断时的应 用价值
。

1 洲定方法

1
.

1 原理 原外琳为荧光物质
,

尿液中原 外琳 用 乙

酸 乙酷和冰醋酸混合液溶解
,

再以稀盐酸
.

节取 原 外

琳
。

在激发光波长 40 3 n m
,

发射光波长 60 o n m 处测其

荧光强度
,

根据荧光强度定量
。

1
.

2 主要仪器及试剂 荧光分光光度计 ; 旋涡 式 混

匀器 多 :4 1乙酸乙酷
一
冰醋酸溶液 ; 0

.

5N 盐酸 ; 原叶

琳标准溶液储备液
:
用 1 / 10万的天平准确称取 5

.

4m g

原外琳钠盐
,

加入 1 2
.

s ilrT 浓盐酸溶解后
,

移入 500 m l容

量瓶中
,

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
,

此溶液为 10
.

0召g /m l

原叶琳
;
原外琳标准应用液

:
取 O

.

s m l标准储备液置

于 10 0 iln 容量瓶中
,

用 4 :1 乙酸 乙酷
一
冰醋酸混合液稀

释至刻度
,

此液为 0
.

0 5拌g /m l原叶琳
。

1
.

3 分析步骤

1
.

3
.

1 原叶琳标准曲线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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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叶琳标准系列

试 剂 0 12 4 35 6

原外琳标准 应用液( m l )

4: 1乙徽 乙略
一

冰醋酸( m l )

0
.

S N盐徽( m l )

原 叶琳含童( 拼 g )

0
.

1

3
.

9

4
.

0

0
.

0 0 5

3
.

83
.

6

4
.

0

0
。

0 1

。`

i; 0
.

0 5

2
.

0

2
.

0

4
.

0

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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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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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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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光强度(格à

将上述溶液于混旋器充分混匀 ( 1 分钟 )
,

分层

后弃去上层溶液
,

取下层稀盐酸溶液进行荧光强度测

定
。

1
.

3
.

2 尿样分析 取尿样o
.

l m l加入 10 m l 试管中
,

加入 4
.

0 xl l l 乙酸乙酷
一

冰醋酸混合液
,

混匀
,

再加入

4
.

oml 0
.

5N 盐酸
,

充分混旋 1 分钟
,

静置分层后
,

弃去上层液溶
,

将下层溶液用荧光分 光 光 度 计
,

在

激发光波长 4 03 n m
,

发射光波长 6 00 n m 下 测 定 荧 光

强度
。

1
.

3
.

3 结果计算

尿原外琳含量扭 g / L )
=

样品中原外琳含量 ( “ g)
又 1 0 0 0

0
.

0 0Lse
5 4 0

_

0 0

0
.

0 5拌g

0
.

0 2 5砰g

0
。
1 (m l )

6 00
.

9 0

n m )

6 6 0
_

0 0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荧光强度稳定性比较
:
利用本法测定标准 溶 液

放置不同时间的荧光强度
,

以观察荧光强 度 的 稳 定

性
,

结果见表 2
。

衰 2 不同时间荧光强度变化结果

原叶琳荧光强度吸收光谱图

原 外琳含 t
(拌g )

蕊 3 0
` l h r Z h r 4h r 1 6 h r

0
.

0 0 5 4
.

6 7 4
.

7 0 4
.

7 5 4
.

7 0 4
.

7 0

0
.

0 1 8
.

5 8 8
.

5 0 8
.

5 0 8
.

5 0 8
.

5 0

0
.

02 1 6
.

1 7 1 6
.

2 1 1 6
.

0 1 6
.

2 1 2
.

0

C
.

0 4 2 8
.

0 8 2 9
.

2 0 2 9
.

0 28
.

4 2 4
.

5

0
.

0 5 3 3
.

2 5 3 3
.

1 8 3 3
.

5 3 3
.

2 2 9
.

5

0
.

1 0 6 6
.

3 3 6 6
.

5 6 6
.

4 6 6
.

0 5 7
.

0

ón娜尸J90n.n妞
ù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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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内数据为 6 次侧定结果的平均值
。

由表 2 可见荧光强度可稳定 4 小时
。

2
.

2 荧光强度吸收光谱 (见图 )

由图可见
,

在激发光波长 40 3 n m时
,

其荧光强度

最大吸收峰在6 00 n m 处
。

2
.

3 尿样离心与不离心的比较
:
取新鲜尿样 5 份

,

每份做平行样
,

分别离心 5分钟 ( 4 00 0转 /分 ) 与不离

心
,

以观察荧光强度有无差别
。

结果见表 3
。

裹 3 尿样离心与不离心结果 ( “ g / L )

编号 1 2 3 4 5

经统计处理 ( P > 0
.

0 5)
,

结果表明尿样离心与不

离心其荧光强度变化差别不 大
。

2
.

4 标准曲线线性范围
、

检测下限
:
分别取原叶琳标

准溶液 0
.

0 0 5 , 0
.

0 1
,
0

.

0 2 , 0
.

0 4
,
0

.

0 5
,

0
.

1 0召g
,

按标

准曲线的制备方法测定荧光强度
,

每个浓 度 分 析 6

次
,

取其平均值
,

进行直线回归
,

求得回 归 方 程 为

召= 1
.

6 8 + 6 3 2
.

9 3 x
, r = 0

.

9 9 9 4
。

其线性范围为 0
.

0一

0
.

1拼g
。

求得检测下限为 0
.

0 0 0 1 4拼g
,

相当于 1
.

4 0 “ g / L
o

2
.

5 回收率实验
:
取尿样加入不同量的 原 外 琳标

准溶液
,

按本法测定
,

结果见表 4
。

计算 回 收 率 为

1 0 0
.

。一 1 0 8
.

0%
。

可能有系统误差或其它原 因
,

有待

进一步探讨
。

表 4 原外琳回收率实验结果

原吟琳含量 加入原 叶琳含 量 测 定次数 实侧值 回收率
( “ g / L ) (拌g / L ) (% )

2 4
。

0

2 4
.

0

2 4
.

0

1 0
.

0

2 0
.

0

5 0
.

0

3 4
.

0

4 5
.

0

7 8 0

未离心尿

离 心 尿

2 7 2
.

2

2 8 1
。

0

2 9 2
.

5

2 9 5
.

7

2 2 7
.

3

2 18
.

2

3 13
.

0

3 0 9
.

5

1 3 3
.

3

1 3 3
。

1

2
.

6 精密度实验
:

取尿样 5 份按本法测定 6 次
,

见

表 5
,

结果表明变异系数为 2
.

9一 6
.

1%
。

2
.

7 尿样保存的稳定性
:

取 5份尿样合并成一份混合

尿样
,

置冰箱 4
“

C保存
,

分别于第 1 天
、

第 3 天
、

7

天
、

1 4天 进行分析 测定
,

结果见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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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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