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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S O D
、

M D A
、

A L T 测定结果比较

S O D (U / g H b ) M D A ( nm o l/ m l) A L T (U / L )

组别 人数
X 士 S X 士 S

接触组 2 0 4

1 0 6

1 3 7 2 士 11 5
.

4 0 8 士 0
.

2 7 6 9 3
.

5 士 4
.

5

< 0
.

00 1 < 0
.

0 0 1 < 0
.

0 0 1

对照组

表 2

1 6 4 8 士 2 3 3
.

6 4 8士 0
.

4 2 7 5 6
.

6 士 4
.

3

服药前后 S O D
、

M D A
、

A L T 自身及组间对照表

项 目 人数

S O D U (/ g H b )

组别

治疗组

安慰剂组

组 间对 照 尸

治疗组

安慰剂组

组间对照 尸

治疗组

安慰剂组

组 间对照 P

服药 70 天 自身对照 尸

{;
2 1 2 6

1 8 5 6

《 二 0
.

0 0 1

3
.

7 1 4

4
.

2 6 2

(0
.

0 1

3 9

8 5

< 0
.

0 0 1

(0
.

00 1

< 0
.

00 1

M D A ( nr no l/ m l) );

服药前

1 3 5 9

1 4 0 2

> 0
.

2

5
.

4 7 5

4
.

5 5 7

二> 0
.

1

8 9

90

)
> 0

.

5

< 0
.

00 1

> 0
.

4

A L T U (/ L ) );
< 0

.

0 0 1

> 0
.

5

3 讨论

丫: 化 丁1业的许多原料
、

中间体
、

成 品和副产品都具

有自由基的物理特性
,

苯乙烯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单体
。

长期接触苯乙烯的工 人
,

健康受到一定损害
,

表现为组

织细胞损伤的通 用指 标 A L T 活性异常升高 ( 正常值

6 O U八
·

改 良金 氏法 )
,

与自由基相关指标 S O D 活力异

常降低 (正 常值 1 50 o U / g H b 以上
,

邻苯三酚 自氧化

法 )
、

M D A 含量异常升高 (正常值 4
.

15n m ol /m l 以下
,

T B A 荧光法 ) 相伴出现
,

提示此种损伤与自由基有关
。

在观察中发现安慰剂组在服用 30 天时
,

S O D 活力及

M D A 含量均一度达到正 常范围
,

但继续服用到 70 天

时 M D A 含量又升至异常
,

SO D 活力有下降趋势
,

但

仍在正常范围
,

而治疗组则进一步改善
,

两组间有显著

差 异 (尸 < 0
.

0 0 1 )
,

考虑这与试验动员时的 良性心理因

素有关
。

本文通过对长期接触苯 乙烯工人服用复方中药 自

由基清除剂的观察
,

显示此清除剂可使受损的 SO D 活

力恢复
,

M D A 含量
、

A L T 活性迅速下降到正常范围
。

提示该清除剂能抑制脂质过氧化损伤
,

提高清除氧 自

由基的能力
,

并具修复组织损伤的作用
。

参试者服用后

均无任何不良反应
;

动物实验也证明此中药不仅能有

效地清除过量 自由基
,

而且无毒副作用
,

并有助于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
。

(收稿
:

1 9 9 5一 1 1一 30 修回
:

1 9 9 6一 0 3一 0 5 )

交通警察神经行为功能改变的研究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 5 1 0 2 6 0) 广卜宁仁 肖海云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谢润红

近 10 余年来广州市区机动车辆数目剧增
,

大量尾

气排放加剧空气污染
,

对长期在马路执勤的交通警察

的健康构成威胁
。

为探讨职业因素对交警人员神经系

统的影响
,

我们在 1 9 9 1一 1 9 9 2 年间对广州市男交通 民

警进行了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民警中随机选取男交警 1 57

名作为观察组
。

该组 民警均参加 日常交通执勤
,

执勤地

点为广州市内交通繁忙地段
,

其警龄 3 ~ 4。 年不等
,

平

均为 13 年
。

对照组为 50 名某糖厂男职工
,

工种为蔗糖生产工

人和 同厂经济民警
,

均无职业性毒物接触史
。

该糖厂距

广州市区 80 公里 以外
,

且位于非交通要道的农村地

区
。

两组对象文化程度 相似
,

为初中至高中
。

进行行为

测试之前的一周内均接受过详细体检
,

以排除严重内

科
、

外科或神经精神科等疾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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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

2 方法 作各项分数的两组间均数比较 ( T 检验 )
。

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

神经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

2 结果

中选取简单视反应时 ( S im p l
e

V i s u a l R
e a e t io n T im e )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1 5 7 名交警的年龄与对照组的

数字跨度 ( D ig i t S p a n
)

、

视觉持留 ( B
e n t o n V i s u a

l R e 一

相近
,

但吸烟率较对照组高 ( 0
.

0 2 5 < 尸 < 0
.

0 5 )
。

在测

t e n t io n t e s t )
、

数字编码 ( D i g i t S y m b
o
l t e s t ) 及 目标迫 试得分均数方面

,

简单视反应时 (均值 ) 和数字编码上

踪 l (P 盯
s
iu t

iA m in g 1 t e st ) 等项行为测试
。

其中简 两组无明显差异
,

但观察组的数字跨度与视觉持留得

单视反应时测试所用的仪器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 分均数明显 比对照组低 (尸 均 < 0
.

0 01 )
,

然而在简单视

所制造的 N B 一 1 型视运动反应时测定仪
。

另考虑视力 反应时 (标准差 ) 的得分均数上
,

观察组反而明显高于

下降对目标追踪 n 的测试结果影响较大
,

故在作该项 对照组 (尸 < 。
.

0 0 5 )
。

测试时对观察组进行调整
,

其中戴镜矫正视力后仍未 表 2 列举了目标追踪 I 的测试结果
。

从观察组中

能清楚分辨测试表上小圈的 14 名交警均不作该项测 减去 14 名有视力下降的受检对象后
,

两组吸烟率相

试
。

近
,

观察组年龄均数低于对照组 (尸 < 0
.

0 5 )
,

虽然两

测试在日间进行
,

由两名受过训练的检查人员负 组 目标追踪 I (正确点 )得分均数相近
,

但错点得分的

责
。

测试所得粗分按所规定的方法换算成标准分后
,

再 均数上观察组仍明显低于对 照组 (尸 < .0 0 01 )
。

表 1 15 7 名交警与对照组五项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交警 ( n = 1 5 7 ) 糖厂 ( n = 50 )

— —
尸

又 S D 又 S D

年龄 3 3
.

1 0 10
.

0 8 3 4
.

1 8 10
·

2 6 > 0
.

2 5

吸烟率 6 1
.

7 5% 4 6
·

0 0 % ( 0
.

0 5
’

简单视反应时 (均数 ) 4 9
.

5 7 1 1
.

0 4 5 1
·

5 4 5
·

8 5 ) 0
·

1 0

简单视反应时 (标准差 ) 5 1
.

1 5 8
.

6 2 4 6
·

4 2 1 3
·

0 1 < 0
·

0 0 5

数字跨度 4 8
.

5 0 1 0
·

3 3 54
·

3 2 7
·

6 5 < 0
·

0 0 1

视觉持留 4 9
.

4 6 9
.

6 4 5 4
·

40 7
·

6 9 < 0
·

0 0 1

数字编码 4 9
.

5 7 1 0
.

1 9 5 1
.

4 4 9
.

2 1 > 0
·

1 0

,

护 检验
,

下表同
。

表 2 143 名交警与对照组目标追踪测试结果

交警 ( n = 14 3 ) 糖厂 ( n = 5 0 )

— —
尸

又 S D 又 S D

年 龄 3 1
.

5 9 8
.

6 6 34
.

3 8 1 0
·

2 6 < 0
·

0 5

吸烟率 5 9
.

4 4% 4 6
·

0 0% > 0
·

0 5
.

目标追踪 (正 确点 ) 4 9
.

5 1 1 0
.

7 3 5 0
.

4 0 9
·

4 9 > 0
·

5

目标追踪 (错点 ) 4 7
.

3 8 1 0
.

3 4 5 5
·

3 6 1 0
·

6 4 < 0
·

0 0 1

3 讨论 的铅
、

臭氧和 3
,

4
一

苯并花有超标现象
。

1 9 8 7 年另一项

影响广州市交警健康的首要职业危害因素是市区 类似调查的结果与上述大致相符
,

该调查发现广州市

道路的空气污染
,

其主要污染源是机动车尾气
。

近 10 内具代表性的 9 个监测点的空气氮氧化物
、

一氧化碳

余年来广州 市区交通发展迅猛
,

1 9 8 7 年市区某些路段 与悬浮微粒的日平均浓度均超过国家标准
,

其倍数依

的机动车流量已达 2 500 辆次 /小时
。

从 1 9 8 4 年起
,

市 次为 0
.

9
、

2
.

3一 64
.

7 以及 1
.

5一 4
.

。
。

但上述两项调查

区的机动车数 目以每年约 30 %的速度递增
,

至 1 9 9 3 均未发现有严重的空气铅污染
,

与之同步进行的交警

年时已达 36 万辆
,

据 1 9 9 2 年的统计
,

市区内车均道路 血铅测定结果亦表明其水平仍然在 当前认可的安全范

面积仅为每车 3 Om ,

左右
,

交通挤塞现象使道路空气 围内
。

污染状况更趋恶化
。

与本调查同时进行的一项广州市 广州市区特别是市中心人 口密度甚高 ( > 5 万 /

区道路空气监测结果显 示全部监测点的氮氧化物
、

一 k m Z )
,

街道狭窄
,

机动车流量大
,

交通管理困难
;
而

氧化碳及空气悬浮微粒均超过国家标准
,

部分监测点 华南地区气候炎热
,

以及广州市区交警警力不足等
、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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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执勤任务相当繁重
。

本次的调查结果提示观察组在数字跨度
、

视觉持

留及 目标追踪l (错点) 得分均数上 比对照组低
,

而简

单视反应时 (标准差 ) 得分均数则相反
。

前三项行为测

试分别反映受试者的听觉记忆
、

视觉记忆
,

以及手部细

致动作的准确程度
、

稳定性和速度
,

因而提示观察组该

方面的行为功能与对照组相 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

这

种现象看来同交警所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有关
,

但仍

须进一步明确
。

此外
,

在作前两项测试时
,

观察组的吸

烟率较高
,

亦应考虑该因素可能存在的影响
。

简单视反应时 (标准差 ) 主要反 映注意力和警觉

性
,

被认为是检测毒物的早期神经毒性效应的敏感指

标之一
,

并已广泛应用于 神经毒物的行为效应研究
。

本

次调查中该项测试的观察组得分反而优于对照组
,

与

调查前的设想不符
,

原因尚难确定
。

影响人类行为的因

素很多
,

行为功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也许可以作如下解释
,

即本观察组毒物接触程度不高
,

而交警职业特点有助于 注意力及警觉性的保持与强

化
,

故掩盖其可能出现的改变
。

(收稿
: 19 95一 0 1一 0 5 修 回

: 1 9 9 5一 0 9一 0 5 )

l 期砂肺并发肺癌死亡 1 例报告

刘绍 华
`
孙尚志

`
丛宪忠

2

曾小林
3

患者卢某
,

男
,

56 岁
,

1 950 ~ 1 9 8 4 年从事玻璃厂

原料调合工
,

接尘 34 年
,

车间含游离 51 0
2

的粉尘浓度

较高
,

超过国家标准
,

1 9 6 1 年诊断为 I 期
,

1 9 7 8 年诊

断为 l 期矽肺
。

吸烟 20 支 / 日
,

饮酒 2一 3 两 / 日
。

平 日

常咳嗽
、

咳痰
,

在尘肺门诊对症治疗
。

1 9 8 7 年 6 月咳

嗽
、

咳痰
、

喘息加 重
,

偶有痰中带血丝
,

不发烧
,

食欲

差
,

乏力
,

体重减轻
。

体检
:
T 3 6

.

6℃
,

P s o 次 /分
,

B P 1 6
.

o / 1 2
.

o k P
a ,

发

育正常
,

营养欠佳
,

消瘦
,

双鼻通气功能良
,

右锁骨上

可触及二个杏核大淋巴结
,

较硬
,

基底部粘连
,

无触痛
,

颈软
,

气管居中
,

甲状腺不肿大
,

无颈静脉怒张
,

无颈

动脉异常波动
。

胸廓对称
,

轻度桶状胸
,

呼吸运动减弱
,

叩过清音
,

双肺可闻干鸣音
,

无水泡音
,

心音纯
,

心律

整
,

腹平软
,

无压痛及反跳痛
,

肝脾未触及
。

脊柱及四

肢无畸型
,

活动自如
,

双下肢无 凹陷性浮肿
,

生理反射

存在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X 光胸片
:
1 9 8 7 年 8 月 7 日右肺第四肋间隙以下

肺区边界模糊 团块阴影
。

1 9 8 7 年 8 月 29 日痰检癌细胞

查见癌细胞
,

倾向于腺癌细胞 (空军 469 医院病理科 )
。

于 1 9 8 7 年 12 月 15 日经抢救无效死于呼吸
、

循环

衰竭
。

讨论 肺癌多并发于男性及 I
、

l 期矽肺
,

并发肺

癌时多半是原有呼吸道症状明显加重
,

医患多把肺癌

引起的早期症状误认为矽肺的发展所致
,

本例符合上

述特点
。

矽肺并发肺癌的 X 光诊断复杂
,

矽肺并发 以肺野

肿块为特征的周 围型肺癌必须注意与矽肺进行融合

灶
、

结核等相鉴别
,

矽肺并发肺癌早期表现是原有症状

加重
,

咯血等
。

早期反复进行痰癌细胞检查
,

并注意有

否右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

发现要作活检
。

必要时可作

C T 扫描
,

以便早期诊断
。

矽肺并发肺癌的鉴别检查程序
:

首先应作 X 线胸

片及断层以发现病变
,

对 X 线上显示不清病变性质难

定者
,

作 C T 检查
,

结合痰检
,

并尽量争取作纤支镜检

查
。

纤支镜阴性又是接近胸膜的病变
,

则可作经胸腔针

吸活检或胸腔镜下的活检
。

上述检查法恶性病变的 阳

性率可高达 99 %
,

少数依然诊断不明的病例才考虑作

开胸活检
。

本例胸部 X 线表现特点是
,

右肺第四肋以下肺区

边界模糊团块阴影
,

需与肺结核
、

皿期矽肺鉴别
。

肺癌大多数大小不等
,

轮廓多不整
,

呈分叶状
,

边

缘多模糊毛糙
,

有短细较密的毛刺
,

离心放射
,

密度较

浓
,

发生部位不定
,

上叶前段
、

中叶和左后叶较多
,

病

灶发展较快
。

肺结核的大块实变干酪灶
,

密度高但不均

匀
,

按肺叶分布
,

实变区外有不规则扩散病灶
。

高仟伏

或体层 片可能显示其中的新鲜空洞
,

结核好发部位在

上叶尖
,

后段和下叶尖段较多
,

病灶发展较慢
。

尘肺 l

期融合块常对称出现呈八字形
,

也可先出现于一侧
,

不

按肺段分布
,

可以跨叶
,

其长轴与肋骨垂直
,

轮廓较明

显
,

边界清楚但不一定锐利
,

周围常见纤维素条牵引
,

呈
“

伪足状
” ,

密度较高
,

中间无钙化灶
,

多存在灶周

围气肿征
,

其他肺区内可见尘肺结节
,

并逐渐向纵隔
,

肺门方向靠拢
,

好发于两肺上中区
,

病灶发展较慢
。

(收稿
: 1 9 9 5一 0 2一 1 6 修回 19 9 5一 0 5一 2 3 )

1
.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 1 1 6。。 1)

2
.

解放军二一四医院内科

3
.

大连市中心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