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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
、

单体末端缺失 4 (
:

) 2
。

表 1接苯女工的 A C
、

S CE及 w B C的变化 (又士 ) S

分组
nCA(数 目 ) %

接苯组 1 6

对照组 9 3

6
.

7 5士 2
.

4 0
.

0
.

4 6士 0
.

9 6

A C(结构 ) %

2
.

6 8士 2
.

6 7
件

0
.

1 5士 0
.

3 5

总 A C% WB C又 1 09 / L

9
.

61士 2
.

6 3
.

3
.

2 5士 0
.

29
.

0
.

1 6士 1
.

1 3

S CE/分裂相

8
.

5 0士 2
.

1 1
份

5
.

9 1士 2
.

0 0

E S C/条染色体

0
.

1 9土 0
.

4 0普

0
.

1 3士 0
.

05 5
.

6 3土 0
.

1 5

并
尸 < 0

.

0 01

2
.

2细胞动力学变化

接苯女工的第 I周期分裂相百分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
,

第 一周期分裂相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

提示细胞分裂

速度减慢
。

见表 2
。

表 2 接苯女工血淋巴细胞的动力学变化 〔% )

(又士 S )

分组
n l 期分裂相 l 期分裂相 , 期分裂相

接苯组 1 6 2 8
.

2 5士 5
.

6 1
`

4 2
.

0 0士 5
.

2 7 30
.

1 2士 6
.

1 0二

对照组 3 9 2 1
.

6 9士 7
.

2 8 38
.

1 5士 7
.

9 4 4 0
.

0 2士 8
.

9 1

朴
尸 < 0

.

0 1
赞 爷

尸 < 0
.

0 0 1

3 讨论

本文 16 名接苯女工的车间空气中苯的平均浓度

为 7 7 9
.

3 1士 5 4 5
.

Zm g /m
3 (两次采样共 1 1个测点 )

,

甲

苯浓度为 1 7
·

9 9 士 2 7
.

9 9m g / m
, ( 3 个测点检出甲苯 )

,

二甲苯未检出
。

在这种环境中手工涂胶
、

钳帮
,

大多在

7 个月左右
,

最短 2
.

5 个月就产生 W B C 降低
,

C A
、

SC E 增加
,

出现临床症状
。

C A 中数 目畸变以亚二倍

体
、

高二倍体为主
,

结构畸变以断裂为主
。

细胞动力学

发生变化
,

I 期分裂相显著增多
,

I 期分裂相显著减

少
,

说明细胞周期延长
。

近几年来
,

较大的全民
、

集体所有制鞋厂由于工作

条件不断改善而很少发生苯中毒
,

而乡镇企业
、

个体经

营者因资金少
、

生产条件差
、

自我保护意识差而致苯中

毒者时有发生
,

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

卫生部门对这些

女工进行了体检和车间空气毒物浓度的测定
,

据此结

果有力地督促改进了劳动条件
,

包括粘胶成分以 甲苯

代苯
、

安装吸风排毒装置
,

之后
,

没有发现中毒者
,

效

果显著
。

(收稿
: 1 9 9 4一 0 8一 0 2 修回

: 19 9 4一 1 1一 1 7 )

早期陶工尘肺
、

电焊工尘肺患者发中微量元素含量的探讨

南京铁道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2 1 0 0 0 9) 龚建新 孙晓武 贡小 清 童正本

迄今为止
,

尘肺的诊断主要依靠 X 线胸片
,

比较

客观的辅助参考指标尚少
。

作者根据近几年来的实验

证实
:

测定接尘工人的发中微量元素含量
,

用 iF hs er

判别方法 〔黄正南
,

编著
.

医用多因素分析及计算机程

序
.

第三版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 6 ; 5 8〕
,

既能

对 I 期尘肺进行判别又能发现高危人群
,

经现场验证

结果满意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1 9 9 2 年取样某厂接尘陶工
:

+0 期 61 人
,

I 期陶工

尘肺患者 30 人 (简称陶工
。 2 )

。

1 9 9 3 年取样某厂接尘陶工
:

+0 期 34 人
,

I 期陶工

尘肺患者 36 例 (简称陶工
9 3 )

。

1 9 9 4 年取样某厂电焊工
:

+0 期 57 人
,

I 期电焊工

尘肺 18 例 (简称电焊工
9 ; )

。

1
.

2 方法

取枕后部头发约 0
.

5 克
,

中性洗涤剂洗净
,

置 4 5℃

烘箱中烘干 48 小时
,

用万分之一天平称取每份头发的

重量
,

加硝酸 5m l
,

高氯酸 l m l
,

置电热平板上消化完

全
,

重蒸水定容至 5 m l试管内待测
。

用 P E 一 P l a s m a
/ 4 0 0 型电感藕合等离子体测 Z n 、

C
u

、

F
e

、

M
n

、

M g 的含量 ( p p m )
,

用 P E 一 Z
e e m a n

/ 3 0 3 0

型原子吸收测定 eS
、

iN 的含量 ( p p m )
。

计算公式
:

某人头发中某微量

元 素的含量 (拌g / g )

p pm X S

该人烘干 后发重

拌川
Lo l / g =

拜g / g

某元素的分子量

所测数据输入 BI M 一 38 6 微机
,

用 S A S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

2 结身遥

2
.

1 各组发中微量元素 年 g / g ) 测定结果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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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组样品发中徽量元家 〔拌g / g ) 测定结果 (中位数 )

陶工
。 2

陶工
, 3

电焊工
9 ;

0 + I
+0一86’49’55

1 48
.

7 5

8
.

0 8

“
:: ; ;

0
.

1 2 6 3

0
.

10 4 6
苍

0
.

0 9 6

0
.

0 6 5 4

2 2 2
.

10
.

O
.

18
.

4 9

3 7
.

2

1 3
.

1 9

3 9
.

2 2

0
.

5 5 3
.

0
.

2 8 1

0
.

0 4 8

19
.

2 2
备

5 8
.

4 1
.

0
.

48

1 6 3
.

0 8

7
.

7 7

0
.

5 8

0
.

0 4 6

1 1
.

2 2

3 5
.

5 0

0
.

3 7

13 6
.

8 1
.

8
.

9 1

0
.

4 3 6
苍

0
.

0 5 2 7

2 3
.

9 4

5 8
.

4 9

2
.

8 9

1 5 3
.

7 7

9
.

5 3

0
.

3 9 7

0
.

0 5 6 4

2 2
.

0 9

4 6
.

6 1

2
.

5 7

nZuCseNIeF崛Mn

微量元素测定结果均为非正态分布
,

只能用中位数表 Y
l

一 一 21
.

42 + 0
.

12 z
n十 0

.

o n c
u

示
,

经三种秩和检验
,

得出表 1 中
“ , ”

为有显著性差异
。

+ 41
.

55 se + 7
.

38 iN 一 。
.

07 9 F e + 5
.

57 M
n

2
.

2 分别建立 F i
s h e r

判别方程 一 0
.

o 5 6M g

陶工
9 : Y 。 +

= 一 9
.

6 6+ 0
.

o 9 8Z n + 0
.

o 3 8C
u + 5

.

3 7 eS 电焊工
9 ; Y

。 +
= 一 3 5

.

7 1 + 0
.

1 7 4 Z n + 2
.

o s 6C
u

+ 2 1
.

0 9 4N i十 0
.

1 6F公 + 6 7
.

6 2 S e 一 2 7
.

3 7N i+ 0
.

0 5 2 F e

Y
:

= 一 7
.

6 8 9+ 0
.

0 9 4 Z’n + 0
.

0 2 3C
u + 1

.

9 4eS 一 1
.

2 4 M n + 0
.

0 3 6M g

+ 1 2
.

5 3N i+ 0
.

0 0 8F
e

Y
! = 一 3 7

.

8 9+ 0
.

1 9 4 Z n + 2
.

2 2C
u

陶工
, 3 Y

。 + 一 一 2 6
.

8 8+ 0
.

1 4 Z n + 0
.

0 9 4C u + 6 5
.

1 2 S
e 一 2乐 7 2N i+ 0

.

5 2 F e

+ 4 1
.

0 0 8eS 一 7
.

8 5N i一 0
.

0 5 9F
e 一 1

.

3 3M
n 十 0

.

0 3M g

+ 6
·

4 6M
n 一 o

·

o 3 9M g 2
.

3 自身回代及高危人群的现场验证 见表 2
、

表 3
。

表 2 iF hs
e r

判别 自身回代结果

0 + I

原 X 线片

诊断

F i s h e r

判别 F t s h
e r

判别

0 +
~ I

( 3 9
.

3 4 % )

( 2 6
.

4 7 % )

( 2 2
.

8 1% )

原 X 线片

诊断 I ~ O+

陶工 92

陶工 93

电焊工
9 ;

6 l

3 4

5 7

3 7 ( 6 0
.

6 6% )

2 5 ( 7 3
.

5 3% )

3 9 ( 7 7
.

1 9% )

3 0

3 6

l 8

2 6 ( 8 6
.

6 7 % )

34 ( 9 4
.

4 4 % )

18 ( 1 0 0 % )

4 ( 1 3
.

3 3 % )

2 ( 5
.

5 6 % )

0

表 3 早期发现的现场验证及随访

O +
~ I 接近 l 期者 由 。 + 向 工期发展者 随访结果

陶工 9 2

陶工 。 3

电焊工
9 ;

1 9 ( 7 9
.

1 7 % )

7 ( 7 7
.

7 8% )

10 ( 7 6
.

9 2% )

5 ( 2 0
.

8 3 % )

2 ( 2 2
.

22% )

3 ( 2 3
.

08% )

2 年内已有 12 人晋升入 I 期

1 年内已有 3 人晋升入 工期
1 年内已有 5 人晋升人 r 期

经 F i s
h

e r
判别后

,

原 。 +
期中分别有 2 4

、

9
、

1 3 人

被判成 +0 ~ I
,

从表 3 的现场验证及随访中
,

明显可

见属高危人群
。

原 I 期中被判为 I ~ +0 者
,

经市诊断

组成员复检
,

确实不够 工期
。

3 讨论

尘肺的发病机理 自 1 9 7 1 年 G ab
o r
引入 自由基概

念后
,

目前公认的是肺巨噬细胞及 51 0 :
均可产

:

生活性

氧自由基
,

如
:

0 2 一
、

H
Z
O

Z
、

一 O H
、

’ O :

等与巨噬细胞

膜磷脂上的不饱和脂肪酸的侧链进行脂质过氧化
,

导

致膜损伤及 巨噬细胞崩解
。

而微量元素 Z n 、

C
u

、

eS
、

iN
、

F e 、

M n 、

M g 等
,

在体内不仅是维生素
、

酶
、

蛋白质
、

胰岛素及核酸的组成部分
,

还能引起人体结构元素发

生化学反应
,

在酶系统内起着特异的活化中
J

合和催化
`

中心
,

它们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或间接保护细胞膜
,

清

除 自由基
,

抗脂质过氧化的功能
。

国内外有的学者已经

用抗氧化剂治疗矽肺
,

有的用亚硒酸钠治疗实验性矽

肺收到较好效果 ; 有的给大鼠补充 S
e 、

Z
n
后

,

其 L P O

2乏G S H 一 P x
等指标明显低于染尘的大鼠

。

作者从实验中发现
,

粉尘中含游离 51 0 :

高者
,

该

人群体内微量元素的含量呈递减状态
,

即健康人 > 接

尘工人 > +0 > I 期尘肺
。

应用 iF
s
h er 判别后

,

其前瞻

性判别达 83
.

33 %
。

作者认为微量元素测定给基层单

位对接尘工人中尘肺的早发现
、

早预防提供了一个新

的测试方法
,

另对尘肺的诊断有争议者也提供了信息
。

(收稿
: 1 9 9 4一 10一 0 6 修回

: 1 9 9 5一 0 5一 3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