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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病人晋级
、

防治结核等并发症是延长患者寿命的重

要环节
。

3
.

2 接尘量对石棉肺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
,

但在本例

中
,

接尘工龄却未能进入 回归方程
,

尽管其 尸值已接近

0
.

0 5 (单因素 R R 为 0
.

3 8)
。

出现这种情况
,

有以下几

种可能
:

( l) 接尘工龄不能较完全地反映工人实际接尘

情况 ; ( 2) 接尘工龄不是独立的影响因素
:

( 3) 接尘工

龄对回归方程的贡献太小
,

增加样本量可能会有所改

善
。

尽管如此
,

本文结果仍可得到提示
:

接尘工龄越长
,

发病时间越长
,

病人死亡的危险相对于接尘工龄短
、

发

病时间短的来说变得轻了
。

这与理论上也是相符合的
。

3
.

3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均为历史资料 (即全国尘肺流

调卡信息 )
,

属于对现有资料的再开发与利用
。

本文结

果不仅对石棉肺期别
、

合并结核与否对患者预后的影

响作了定性分析
,

也作了定量分析 (相对危险度 )
,

并

排除了一些干扰因素
,

从而提高了对石棉肺危害的新

认识
。

同时
,

本文也表明对现有资料的再开发与利用有

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3 4 L o
ig st ic 回归作为一种新型 的多元回归曲线模

型
,

已被广泛地用于风险评价与危险因素分析
。

本文利

用该模型对石棉肺有关因素影响患者预后 的情况作了

探讨
,

尽管是一种尝试
,

但为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一种

新的途径
,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

(收稿
: 1 9 94一 0 9一 0 5 修回

:
1 9 9 5一 0 8一2 3 )

铅作业工人发中微里元素测定的临床评价

何 国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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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对铅接触者和对照组头发进行了微量 接触组与对照组发中微量元素含量比较 年 g / g )

元素测定
,

以此探讨发铅在临床诊断上的意义
。

1 对旅及方法

铅接触工人 69 名
,

其中某蓄电池厂 47 名 (男 34

名
,

女 13 名 )
.

某冶炼厂 22 名 (均为男性 )
,

剔除各种

疾病患者 ; 年龄 20 一 53 岁
,

平均年龄 32
.

8 岁
;
接铅年

限 1~ 22 年
,

平均 5 年
。

蓄电池厂车间空气铅烟浓度

0
.

35 m g / m
, ,

超标 10
.

7 倍
。

冶炼厂车间空气铅烟浓度

0
·

2 2m g / m
3 ,

超标 6
.

3 倍
。

对照组 69 名
,

其中男 45 名
,

女 24 名
;

年龄 17 ~

59 岁
,

平均 36
.

5 岁
;
均为无铅接触史的健康成年人

。

非生产期间采样
,

不取染发者
,

在后枕部颈端处齐

根剃下
,

只取离根 10 厘米以内的长度
,

采样量为 2 克
。

将剪下的头发
,

用清水冲洗 2一 3 遍后吹干
,

先后

用 l % H cl 浸洗
,

4写 N a
O H 浸洗

,

蒸馏水浸两次
,

再

用去离子液冲一次
,

灰化制样
。

用 X 光射线荧光分析

法 (美国 X L F 型号 C
a n

b
e r r a s e r i e s 一 8 5 ) 测定钙

、

锰
、

铁
、

钻
、

镍
、

铜
、

锌
、

铅
、

铭等 9 种元素
。

2 结 .

详见下表
。

接触组 69 例发铅均高于正常值
,

61 例

铁含量低于正常值
。

随机抽取接触组 37 例作空白尿铅 测定
,

结果 21

例正常
,

16 例大于正常值
。

对 21 例空白尿铅正常者再

作驱铅试验
,

结果尿铅量均高于正常值
。

该 21 例空白尿铅量正常者驱铅试验结果为
:

空 白

尿铅量 0
.

2 4 4 8士 0
.

0 5 5 5拌m o
l / L (X 士 S ) (正常值为 (

0
.

3 9拜m o l /L ) ; 驱铅试验尿铅量 2
.

6 3 0 8士 l
·

6 4 9 1拜m o
l /

I
J

(又士 S ) (正常值为燕 1
.

4 4拜m o
l / I

J

) ; 发铅量 7 0
.

2 3 士

元素 接触组 又士 S 对照组 又士 S

9 5
.

2 74 7士 5 6
.

6 1

13 8
.

3 10士 4 7
.

0 9 5

2
.

9 9 2士 1
.

8 1 5 2

1 5 9
.

4 0 5士 3 8
.

4 2

F e
. 书

14
.

0 17士 6
.

18 7 2 1 8
.

3 1士 2
.

3 5 2 6

6 9 9
.

50 14士 2 8 9
.

9 2 6 9 0 7
.

4 8 6士 7 1 2
.

1 4 7

2
.

2 33士 1
.

8 8 9 0 3
.

2 5 4士 2
.

3 6 8

0
.

9 9 7 1士 0
.

97 4 8 1
.

2 5士 0
.

2 1 0 8

aCMniN

C o 1
.

3 9 24士 0
.

74 0 7 0
.

8 3 9 1士 0
.

7 7 3 7

C u 1 3
.

4 5 30士 10
.

8 6 1 1 3
.

0 7 6士 5
.

8 4 3 8

S
r

1
.

8 3 1 88 士 1
.

78 66 2
.

2 1 6 6士 0
.

7 4 0 9

注
:

两组受检人数均为 69 ; 两组比较
二 尸 < 。

.

01
, , ,

尸 <

0
.

0 1

4 4
.

3 2 1拌g / g (X 土 S ) (正常值 ( 3拌g / g )
。

3 讨论

某些毒物侵入机体后
,

可蓄积于毛发中
,

故测定毛

发中该物质含量可了解机体接触毒物的程度
。

当机体

脱离接触后
,

血液和尿液中的金属含量已下降
,

而毛发

中含量仍可保持一定水平
。

由本试验可见铅元素量接触组高于对照组
,

而铁

元素量接触组低于对照组
,

两者间有显著差异 (尸 <

.0 01 )
。

其 余 元 素 的 含 量
,

两 组 均 在 正 常 范 围
。

1
.

江苏常州职业病防治所 ( 2 1 30 0 3 )

2
.

江苏常州 医学放射免疫检测中心

3
.

江苏常州冶炼厂保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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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抽检的 37 例中
,

虽然有 21 例空 白尿铅正常
,

但当进一步作驱铅试验后
,

尿铅量明显增高
,

说明空白

尿铅正常不等于体内铅含量正常
,

检测结果与发铅检

查相符
。

可见铅接触者的发铅检测在临床诊断上有一

定的价值
。

加之头发的收集
、

保存
、

携带都较方便
,

所

以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本试验头发中铁元素含量接触组低于对照组
。

一

般来讲铅对造血系统的毒性可引起贫血和溶血作用
。

据铁代谢动力学检查
,

显示有幼红细胞再生不 良象
,

高

浓度铅可阻断细胞对铁吸收
,

较低浓度则 仅抑制铁与

原叶琳结合成血色素
,

从骨髓涂片可看到 环形铁粒幼

细胞
。

但铅是否最终对发铁含量有影响
,

这方面还需作

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空气中毛发表面易受污染
,

故分析前应洗净处理
。

此外随地区
、

性别
、

取样部位及洗涤方法的不同
,

测定

结果亦有一定差异
,

故在分析样品时应加注意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2 7 修回
:

1 9 9 5一 0 4一 2 7 )

实验性沸石尘大鼠血清铜蓝蛋白初步观察
’

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5。。 1 0)

宁滨莲 王凤林 付 军 刘锡成 王云丽 张海燕 杨庆林

为了探讨沸石 (Z eo h t e ) 尘致肺纤维化的作用
,

我 100 m g / ml 组
;
石英粉尘 s o m g /ml 组 ;生理盐水阴性对

们对实验性沸石尘大鼠血清铜蓝蛋白 ( C P ) 进行初步 照组
。

大白鼠在轻度乙醚麻醉下经两侧支气管染尘后
.

观察
。

分别于 3
、

6
、

12
、

18 个月按计划分批处死
,

取静脉血

1 材料与方法 测血清 C P 值
。

血清 C P 活性测定采用文献微量法
。

石英粉尘由中国预防医科院提供
,

其游离二氧化 将所测得鼠血清 C P 值所有数据经对数转换统计

硅含量为 98 %
,

分散度粒径小于 5 微米者占 98 %
。

实 学处理
,

尸 < 0
.

01 时视为有统计学差异
。

验用沸石 粉尘由海林沸石矿提供沸石
,

经常规用玛瑙 2 结果

乳钵研磨制备
,

其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为 17
.

3肠
,

分散 实验结果表现为
:

沸石尘大鼠血清 C P 都高于 生

度粒径小于 5 微米者占 98 %
。

理盐水对照组并有显著差异
。

沸石尘 100 m g /m l 组血

本实验用 1 40 只健康 w is t ar 大鼠
,

体重 180 ~ 清 C P 值大于沸石尘 50 m g / m l组
。

沸石粉尘组血清 C P

22 09
,

雌雄各半
。

随机分为 4 组
:

沸石尘 s o m g /m l组
,

值低于石英粉尘组 (详见下表 )
。

血清铜蓝蛋白含量

组 别 染尘 3 个月后 6 个月后 12 个月 18 个月

盐水组 2
.

3 3 0 8士 0 1 2 9 8 2
.

4 2 3 8士 0
.

1 6 1 3

—
2

.

0 4 80 士 0
.

1 4 2 8

沸石尘 5 0m g 组 2
.

5 0 0 0士 0
.

1 0 0 7
` “

2
.

9 0 5 9士 0
.

1 0 2 5 ” 2
.

5 5 17士 0
.

0 5 5 2 2
.

4 7 0 6士 0
.

2 0 5 7 “

沸石尘 l o o nr g 组 2
.

5 1 0 5士 0
.

2 9 7 2 “ 2
.

9 20 3士 0
.

0 95 7 ” 2
.

6 4 3 5士 0
.

1 54 9 2
.

5 9 0 4士 0
.

1 6 0 4二

石英尘组 2
.

6 3 3 0士 0
.

2 1 3 4 “ 2
.

9 5 6 6士 0
.

0 6 7 5
. `

—
2

.

8 1 3 0士 0
.

2 2 6 0 “

苍 并
尸 < 0

.

0 1

3 讨论 1 9 9 0 年国外学者经动物实验证实
,

通过大白鼠气

血清 C P 是矽肺临床常用的生化检验项 目之一
。

管内给予天然沸石 粉尘可致鼠肺纤维化
,

但沸石尘引

C P 是含铜的二胺氧化酶
。

它是自由基的清除剂
,

也是 起的肺纤维化不 象石英粉尘可致大量胶原蛋白形成
。

促进胶原分子交联的酶
。

在纤维化发展中
,

后一作用可 本实验结果沸石尘鼠血清 C P 含量明显增加
,

且随沸

能更为突出
。

C P 对成纤维细胞增生
,

胶原合成以及 胶 石尘剂量增加
,

血清 C P 值增高
。

可见沸石粉尘能致肺

原 m R N A 的表达均表现有明显促进作用
。

纤维化但致肺纤维化较石英粉尘次之
。

1 9 8 3 年国 内学者通过实验性狗尘肺 (煤
、

围岩 ) 血 (收稿
: 1 9 95 一 08 一 15 修 回

:

19 95 一 10 一 2 5)

清 C P 含量与 X 线表现关系的研究
,

指出血清 C P 反

_
映了煤矽肺的病变本质

。 ,

黑龙江省卫生厅资助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