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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工人血中丙二醛含量

及抗氧化酶活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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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对车间空气中锰年平均浓度为 0
.

13 一 0
.

3 3m g / m
, ,

接锰工龄为 14
.

8 士 9
.

5 年的 58 名

电焊工血清中 M D A 含量及血中抗氧化酶活力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
:

锰电焊工血清 M D A 浓度为 7
.

80

士 2
.

0 5拜m ol / L
,

对照 组为 5
.

52 士 3
.

1 8拜m ol / L
,

两组 间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尸 < 0
.

0 1 )
。

血中 G S H
一
P x ,

C A T
,

红细胞中 S O D 活力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

分工龄组研究发现
,

G S H
一

P x ,

SO D
,

> o 年工

龄组均低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显著性 (尸 < 。
.

0 5 ) ;至 > 10 年工龄组回升达对照组水平
,

两组间差异均无

显著性
。

G S H
一
P x ,

SO D 活力与接锰工龄呈正相关
, r

分别为 0
.

49 9
,

0
.

3 6 4
,

有显著意义和非常显著意义

( P < 0
.

0 1
,
0

.

0 5 )
。

关键词 电焊工人 锰 脂质过氧化 C A T S O D G S H
一
P x

已知锰中毒是一种中毒机理 至今不清 的

常见职业中毒
。

本研究试图通过测定锰电焊工

血清丙二醛 (M D A ) 含量
,

全血中谷胧甘肤过

氧 化物酶 ( G S H
一

P x)
,

过氧化氢酶 ( C A T ) 以

及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 活性来探讨

锰中毒机理
。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门 研究对象 锰接触组选自某建筑机械厂

结构车间锰电焊工 58 人
,

其中男工 45 人
,

女

工 1 3 人
,

平均年龄为 3 5
.

3士 9
.

8 岁 ( 2 0 ~ 5 0

岁 )
,

平均接锰工龄 为 14
.

8 士 9
.

5 年 (1 一 33

年 )
。

工龄 > o 年 24 人
,

男工 1’/ 人
,

女工 7 人
,

平均年龄 2 7
.

5士 4
.

7 岁
,

平均接锰工龄为 5
.

5

士 2
.

1年
;
工龄 > 10 年 17 人

,

男工 14 人
,

女

工 3 人
,

平均年龄为 34
.

1士 2
.

8 岁
,

平均接锰

工龄为 2 5
.

1士 3
.

4 年
;
工龄 > 20 年 17 人

,

男工

14 人
,

女工 3 人
,

平均年龄 45
.

4士 3
.

0 岁
,

平

均接锰工龄为 25
.

0士 3
.

4 年
。

对照组选 自该厂

其他条件基本与接锰组相同的不接触任何毒

物的工人 19 人
,

男工 14 人
,

女工 5 人
,

平均

年龄 34
.

7士 10
.

7 岁 (2 0 ~ 50 岁 )
,

平均工龄

1 4
.

3士 1 0
.

8年 ( 3 ~ 3 1 年 )
。

1
.

2 车 间生产环境 本次调查的结构车间
,

主要应用锰焊条对较大铸件进行组装焊接
。

车

间为机械通风和 自然通风相结合
。

工人实行两

班制
,

每班工作 8 小时
。

工厂定期或不定期抽

检车间空气中锰浓度
。

1 9 6 0 ~ 1 9 7 0 年车间空气

锰浓度资料较少
,

最高年份平均 可达 0
.

6m g /

m
3 ; 1 9 7 1一 1 9 8 1 年车间空气中锰浓度范 围为

。
.

14 一 。
.

41 m g /m
3 ,

十年年平均 浓度范 围为

0
.

1 6一 0
.

3 3m g / m
3 ; 1 9 5 2一 2 9 9 3 年浓度范 围

0
.

07 一 。 : l3 m g / m
3 ,

十年年平均 浓度 范 围为

O
·

1 3 ~ O
·

2 2m g /m
3 。

以 一9 7 1 ~ 1 9 9 3 年年平均

浓度为 0
.

13 ~ 0
.

33 m g /m
, ,

与国家卫生标准

0
.

Z o m g /m
,

相近
。

1
.

3 测定方法 血清中 M D A 含量测定按改

良的八木国夫法
〔 , 〕 。

血中 G S H
一

P x 活力测定应

用 D T N B 直接法
〔 2〕 。

红细胞 SO D 活力采用邻

苯三酚 自氧 化法川
。

血清 中 C A T 活 力按 文

献川方法进行
。

血样均于上午 8 ~ 9 时采 自上

肢静脉血
。

1
.

4 统计方法 t 检验
、

F 检验及直线相关分

析
。

2 结果

2
.

1 血清中 M D A 含量及血中三种抗氧化酶

活性的改变 见表 1
。

1
.

沈 阳医学院毒理教研室 ( 1 1。。 3 1)

2
.

沈 阳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内科
3

.

沈阳市大东区卫生防疫站
4

.

沈 阳建筑机械厂安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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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接锰组与对照组工人血清 M D A及血中三种抗氧化酶活性 (又士 ) S

组 别
入 I D A

(俘 mol / L )

O S D

( u
/ g

·

H b)

T C A

( 只 10 2k/ g
·

H ) b

对照组

接锰组 : ;
5

.

5 2士 3
.

8 1

7
.

80士 2
.

0 5
.

8 8 2
.

8士 4 3 1
.

9

74 6
.

9 士 3 73
.

1

H G S
一

Px

(活力单位 )

1 10
.

6 士 15
.

9

10 2
.

9 士 14
.

9

2
.

5 1士 0
.

4 2

2
.

6 5士 0
.

4 4

’

与对照组 比较 p < 。
.

0 1

由表 1可见
,

接锰组工人血清中 M D A 含 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尸> 0
.

0 5)
。

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尸 < 0
.

0 1 )
,

血中 G S H
一

P x 2
.

2 血清中 M D A 含量和血中三种抗氧化酶

和 C A T 以及红细胞中 S O D 活性与对 照组 比 活性与工龄关系见表 2
。

表 2 各工龄组与对 照组工人血清 M D A 和血中三种抗氧化酶活性 ( X 士 )S

组 别
M D A

(拜m o l / L )

S O D

( u / g
·

H b )

G S H
一

P x

(活力单 位 )

9 5
.

3士 9
.

3
件

1 0 1
.

6士 10
.

7

1 1 3
.

9士 1 6
.

7

1 1 0
.

6士 1 5
.

9

C A T

(义 I O Z
k / g

·

H b )

2 4 7
.

6 9士 1
.

9 7
. 书

1 7 7
.

3 9士 2
.

2 8
份 份

1 7 8
.

2 6士 1
.

8 7
修 修

1 9 5
.

52士 3
.

18

6 4 8
.

8士 2 6 9
.

3
’

78 5
.

8士 3 8 4
.

7

8 2 9
.

3士 44
.

7

8 2 8
.

8士 4 3 1
.

9

2
.

5 1士 0
.

4 3

2
.

3 5士 0
.

2 2

2
.

8 1士 0
.

4 7

2
.

5 1士 0
.

4 2

与对照组 比较
,

尸 < 。
.

05
, , ·

尸 < 。
.

01

由表 2 可见
,

各组间血清 中 M D A 含量均

高于对照组 (尸 < 0
.

0 1 )
,

工龄 > O年组 G S H
-

P x ,

SO D 活性与对 照组 比较
,

差 异有显 著性

( p < .0 05 )
,

其他组无显著性
。

经相关分析发现

G S H
一

P x 和 S O D 活性与接锰工龄呈正相关 ( r

= 0
.

4 9 9
,

P < 0
.

0 1 ) ( r = 0
.

3 6 4
,

P < 0
.

0 5 )
。

表

明酶的活性随接锰工龄增长而升高
。

M D A 和

C A T 经相关分析
, r
分别为 0

.

13 7
,

0
.

1 78 (尸

> 0
.

0 5 )
。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
,

在车间空气中锰浓度年

平均为 0
.

13 ~ .0 33 m g / m
3

时
,

电焊工人血 中

M D A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尸 < 0
.

01 )
。

表 明

机体的脂质过氧化作用增强
。

同时接锰工人血

中 G SH
一

P x ,

S O D 活性在工龄 > 。 年组低于对

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继之随工龄增长
,

酶的

活力回升
,

至工龄 > 10 年组 已达正常对 照水

平
,

且酶的活力与工龄呈正相关
,

但血清中

M D A 含量与工龄相关不显著
。

上述结果说明

在该锰浓度下
,

锰作为一种启动剂或激活剂使

机体的脂质过氧化作用增强
,

脂质过氧化产物

M D A 增加
,

由于空气中锰浓度较低
,

进入机体

锰的量较少
,

能被及时排出体外
,

未在体内蓄

积
,

不至于使 机体 的脂质过 氧化作 用持 续增

强
,

因而表现为血清 中 M D A 含量不随工龄增

长而增加
。

由于血清中 M D A 的增加
,

机体为

了维持体内环境的稳态
,

必然要提高其抗氧化

作 用的代偿能力和对脂质过氧化 作用的适应

性
,

使机体抗氧化能力增强
。

由于进入体内的

锰量较少
,

尚未损伤机体维持内 自稳的能力
,

因而表现随工龄增加
,

血中 G s H
一

P x ,

s O D 活

性代偿性升高
。

如果接触高浓度锰
,

使机体脂

质过氧化作用明显增强
,

同时破坏机体维持 内

自稳的能力
,

代偿能力丧失
,

就会表现为脂质

过氧化作用增强
,

抗氧化能力下降
,

使细胞膜

受损
,

产生相应靶器官的受损作用
,

产生锰中

毒
。

锰对机体损害主要表现为神经毒作用
。

病

变主要在豆状核
、

纹状体
、

苍白球
、

尾状核及

丘 脑
〔 5〕 ,

锰主要分布在磷酸酶区和单氧化酶

区
,

集中在细胞的溶酶体和线粒体中
〔印 。

锰引

起脂质过氧化作 用增强
,

使细胞膜的结构发生

改变
,

镶嵌在膜上的膜
、

受体
、

免疫球蛋白的

结构和活性发生变化
。

膜的通透性
、

流动性发

生改变
,

膜发生裂隙
,

使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

破 坏
,

线粒体肿胀
、

解体
,

溶酶体破坏
,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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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变性坏死
,

神经介质代谢障碍
,

血管 内皮

受损等一系列改变
〔7〕 ,

导致锰中毒的发生
。

因

此锰增强机体的脂质过氧化
,

降低抗氧化能力

是导致锰中毒发生的重要机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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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二 甲醋急性中毒 10 例报告

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 ( 32 1 0 0 0) 宋金如 戚树型

兰溪农药厂 李樟清

近 6年来我所共收治 10 例急性硫酸二甲酷中毒
,

现报告如下
。

1 0 例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为 22 一 60 岁
,

发生在灌

装
、

放液
、

装卸
、

检修反应釜
、

切割硫酸二甲酷废铁桶

等操作岗位
。

10 例经住院 8~ 55 天 出院
,

8 例临床痊

愈
,

2 例分别有眼
、

呼吸道损伤后遗症
。

轻度中毒以上呼吸道刺激症状为主
,

有流涕
、

声音

嘶 哑
、

咽部烧灼感
,

检查可见咽部充血
、

水肿 ; 重度中

毒除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外
,

数小时后出现咳嗽
、

咳泡沫

血性痰
,

呼吸困难
,

胸部压迫感
,

甚至喉水肿
,

意识不

清
。

本组病例中
,

有流涕 10 例
,

声音嘶哑 2 例
,

咽部

烧灼感 10 例
,

咽部充血 10 例
,

水肿 7 例
; 2 例数小时

后 出现咳嗽
、

咳泡沫血性痰
,

呼吸 困难
、

胸部压迫感
,

1 例出现喉水肿
,

意识不清
。

眼部症状
:

轻度中毒仅有

眼结膜刺激症状 ;重度中毒除眼结膜刺激症状外
,

经潜

伏期后出现眼疼痛
、

羞明
、

流泪
、

异物感以及眼睑痉挛

和水肿
,

视物模糊
。

本组病例检查可见结膜充血 10 例
,

角膜上皮有弥漫性浸润 3 例
,

大块脱落 1例
,

角膜上皮

水肿
,

呈毛玻璃状 2 例
。

皮肤损害
:

接触处皮肤红肿 7

例
,

起疤 3 例
。

辅助检查
,

血白细胞总 数高于 10 x l 丁 L/ 者为 6

例
,

中性粒细胞高于 0
.

80 者 4 例
;
肝功能均正常 ; 尿

常规异常者 3 例
,

主要表现有尿蛋 白
、

红细胞和 白细

胞
。

心电图示心肌损害 1例
,

T 波轻度改变 1 例
,

窦性

心动过速 3 例
,

窦性心动过缓同时有左室面高电压者

2 例
,

正常 3 例
。

X 线胸片 7 例示肺纹理增多
、

增粗
、

紊乱
; 1 例除肺纹理增多外

,

两侧中下肺野中内带小片

状淡薄增密影
; 2 例显示大小不一

、

密度较淡边缘模糊

的节结状阴影
。

本组病例可诊断为轻度中毒 7 例
;
中度中毒 (化学

性肺炎 ) 1 例
;
重度中毒 (中毒性肺水肿 ) 2 例

。

讨论 发现硫酸二 甲醋急性中毒病人
,

应迅速离

开现场
,

进行彻底清洗
,

冲洗越早越彻底
,

效果越好
;

反之
,

则影响预后
。

本组病例由于现场清洗不彻底
,

导

致 3 例发生角膜上皮脱落
,

经治疗后
,

仍有 1 例病人的

结膜炎持续相当长时间
,

出院后仍多次到 门诊治疗
。

严重中毒者可累及心肝肾等器官
。

本组有 1 例以

眼部症状为主的病例
,

入院时患者心电图正常
,

10 天

后复查心电图示心肌损害 ;另 2 例轻度中毒病例
,

入院

时查心 电图均有窦性 心动过缓
,

左室高电压
。

给予

A T P
、

辅酶 A
、

维生素 C
、

B 。

等治疗后心电图正常
。

硫酸二甲酷重度急性中毒后
,

有轻度肺纤维化趋

势
。

本 组 1 例 重 度 中 毒 病 例
,

当 时 血 气 分 析
:

P O
2
7

.

o k P a ,

H C O
3
3 1

.

Zm m o
l / L

,

余正常范围
,
X 线胸

片示
:

两肺纹理增多
,

两中
、

下肺纹周围点状渗出模糊

影
。

5 年后随访
,

仍有咳嗽
、

劳动后气急胸闷
。

血气分

析
:

P O
2 8

.

s k P
a ,

H C O
3 2 7

.

Zm m o l / L
,

余正常范围
。

X

线胸片示两肺纹理明显增强
、

紊乱
,

表明该患者已有轻

度肺组 织纤维化
。

(收稿
: 1 99 5一 0 7一 1 0 修回

: 1 9 9 6一 0 1一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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