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 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6年第 9卷第 4期

矽肺治疗前后血清铜蓝蛋白变化分析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 n 6 0 0 1) 刘春娥 赵文华

“

八五
”
国家科技攻关课题采取汉防己甲素和轻基 程

,

共治疗六个疗程
。

分别于治疗前
,

第一
、

三
、

六疗

磷酸喳呱联合应用治疗矽肺
,

并采用血清铜蓝蛋 白 程结束后抽血测定 C P 活性
。

采用 以对苯二胺盐酸盐

c( )P 为观察指标之一 治疗结果显示临床症状的有效 为底物的酶活性测定微量法
。

取新鲜血清 10 川
,

每份

率为 9 5
.

65 %
,

X 线胸片矽肺病变好转率为 17
.

39 %
,

样品同时设对照管
,

37 ℃水浴作用 70 分钟
,

5 30n m 比

病变稳定率为 82
.

16 %
,

肺的通气和换气功能治疗后 色
,

吸光度
“

A
” x 10 0 表示其活性单位

。

试剂盒由上

有非常显著的提高 (尸 < 0
.

0 1 )
。

并可观察到 C P 的降低 海劳研所供应
。

与临床症状 X 线胸片的好转
,

肺功能的提高及 S O D Z 结果与讨论

活性的降低相平行
,

可见 C P 活性的测定是一个敏感 矽肺患者应用该两种药物治疗前及第一
、

三
、

六疗

的指标
.

现将该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治疗矽肺
,

治疗前后 程末的 C P 测定值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
、

表 2
。

表 1 结

C P 测定结果分析如下
。

果显示第一
、

三
、

六疗程结束后
,

观察组的结果均明显

1 对象与方法 低于 同期对照组 (尸 < 0
.

0 1 )
。

表 2结果显示该两种药

选择经市职业病诊断组确诊的 I
、

l
、

I 期矽肺病 物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自身比较
;

观察组治疗后明

人
,

观察组 23 例
,

对照组 15 例
。

汉防己甲素 100 m g 显低于治疗前 (尸 < 0
.

0 1 )
,

而对照组明显高于治疗前

2 次 / 日
,
口服

,
6 天 /周

;

轻基磷酸喳呱 2 5 o m g Z 次 /周
,

(尸 < 0
.

0 1 )
。

口服
。

3个月为一疗程
,

停药一个月后再续服下一个疗

表 1 各疗程观察组与对照组 C P 值 比较 (活性单位 )

C P 值 又 S P

治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2 3

l 5

4
.

8 ~ 1 3
.

8

5
.

0 ~ 9
.

1

) 0
.

0 5

2 3

1 2

3
.

2~ 9
.

5

一疗程末 < 0
.

0 1

5
.

2~ 9
.

5

2 2

l 4

3
.

1~ 8
.

7

三疗程末 < 0
.

0 1

5
.

5~ 1 1
.

5

2 2

l 4

4
.

0~ 9
.

0

六疗程末 < 0
.

0 1

6
.

0 ~ 1 2
.

5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 C P 值 自身比较 (活性单位 )

治疗前 治疗后

— —
尸

, 又 S n 又 S

观察组

对照组

2 3

1 5

7
.

7
.

2
.

l
.

6 7

4 0

5
.

8
.

< 0
.

0 1

( 0
.

0 1

血清 C P 是一种含铜的
Q :

糖蛋白
,

它表现有多胺

氧化酶及铁氧化酶的作用
。

矽肺纤维化时
,

纤维母细胞

受缺氧或炎症刺激
,

产生大量的原胶原纤维分泌到细

胞外
,

在细胞外进行交联反应时导致 C P 升高
。

C P 在

细胞间质有促进胶原聚合成纤维的作用
,

从而加速矽

肺纤维化的进程
。

该两种药物的联合应用影响了胶原

代谢而使血清 C P 含量下降
。

表 1 可见 C P 在第一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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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丁苯橡胶作业男工妻子的异常妊娠结局

异常妊娠结 局
作业组 对照组

阳性数 观察数 % 阳性数 观察数
R R ( 9 5% C L )

过期产

早产

死胎死产

自然流产

低 出生体重

出生缺陷

新生儿死亡

(镇 7天 )

2
.

4

2
.

7

l 3

2 7

8 5 6

8 5 6

8 5 6

8 5 6

8 1 6

8 1 4

8 1 6

5 1
.

6 0 1 ( 0
.

6 7 4~ 3
.

8 0 4 )

3
.

2 0
.

8 6 7 ( 0
.

4 1 3一 1
.

8 2 2 )

0
.

5 4
.

5 5 3 ( 1
.

4 9 5一 1 3
.

8 6 5 )
.

l 7

l 7

3 6

3 8

4
.

2 1
.

2 2 9 ( 0
.

7 0 0~ 2
.

1 5 7 )

4
.

7 1
.

1 97 ( 0
.

6 8 6~ 2
.

0 8 9 )

2
.

9 8 5 ( 1
.

2 76~ 6
.

9 8 5 )
.

3 0
.

4 8 6 ( 0
.

1 1 2~ 2
.

1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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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有显著性

3 讨论

关于丁苯橡胶作业工人的生殖危害
,

国内

外尚无文献报道
。

但丁苯橡胶作业环境中存在

的主要有害化学物苯乙烯和丁二烯
,

据报道对

动物可能具有胚胎毒性和致畸作用
,

对雄性啮

齿类动物的生殖细胞也具有毒性
〔 ,

,
3〕 。

有作者

还报道女工接触苯乙烯可致 自然流产和先天

性畸型的发生率增加
〔今

·
5〕 。

但迄今为止
,

动物实

验和人群资料都尚缺乏令 人信服的结论性研

究结果
。

本调查发现我国合成橡胶厂中
,

丁苯橡胶

作业女工妊娠合并恶阻
、

新生儿出生缺陷以及

男工妻子的死胎
、

死产和新生儿 出生缺陷的

R R 增加
,

并且其 95 % C L 的下限都大于 1
,

表

明与对照组相 比
,

差异有显著性
。

但鉴于本调

查样本数较小
,

又只取自我国某地的一个工

厂
,

代表性较差
,

故有可能存在一定的 I 型

a( ) 和 l 型 (阳 误差
,

从而影响结果的真实性
。

因此
,

本研究结果也是非结论性的
,

只是提示

丁苯橡胶作业工人可能存在严重的生殖危害
,

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

并在今后作更深入细致的

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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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组即明显低于对照组
,

且早于 X 线的改变
,

C P

的降低与 X 线胸片矽肺病变缩小
、

消散或病变的改善

显示出平行关系
。

4例 X 线胸片好转病例第一疗程后

只有 1 例胸片表现好转
,

第二疗程后 4 例均表现明显

好转或好转
,

而此 4 例矽肺患者的血清 C P 在第一疗

程后均下降 1 至 4
.

5 个活性单位
。

C P 的下降与 S O D 活性的变化也呈平行关系
。

观

察组治疗前 S O D 活性 ( 173
.

0士 45
.

1) 与第一疗程后

( 9 6
.

7士 5 1
.

4 ) 比较明显降低 ( P < 0
.

0 1 )
。

经过六个疗程后对照组 自身比较
,

C P 呈上升趋

势
,

明显高于 治疗前 (尸 < 。
.

0 1 )
,

说明对照组的矽肺

纤维化没有受到抑制
。

血清 C P 治疗前后变化的分析
,

证明了汉防己甲素与轻基磷酸喳派联合应用对矽肺有

治疗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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