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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锑含量组人群间各指标差异无显著性
。 。

.

0 1 )
。

发锑与 C
u 、

Z
n 、

F
e
含量无明显关系

。

进一步

2
.

4 工龄
、

年龄与 C
u 、

Z
n 、

F
e

的关系 分析不同年龄人群 C
u 、

Z
n 、

F
e
含量的变化

,

除发 eF

随接锑工龄延长
,

锑接触工人尿 C
u
和发 C u 、

Z n 在不同年龄组人群间差异有显著性外 (尸< 0
.

0 1 )
,

其

呈下降趋势
,

但无明显相关 ; 发 F
e
随锑接触工龄延长 余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

。

逐渐增加
,

两者呈显著性正相关 (r 一 0
.

2 1 2 6
,

尸 <

表 2 尿锑
、

发锑含量与 C
u 、

Z n 、
F e ( p p m ) 的关系

例数 尿 C u

尿 Z n
尿 F e

发 C u

发 Z n
发 F e

尿锑

(拜g /m l )

2 0~ 1 8 0
.

0 6 0士 0
.

0 2 0 1
.

8 0 4士 0
.

7 0 5 0
.

28 0士 0
.

10 4 2 4
.

3士 2 3
.

7 1 95
.

2士 2 9
.

3 76 4
.

2士 4 3 2
.

0

8 0~ 4 9 0
.

0 5 8士 0
.

0 1 9 1
.

5 3 1土 0
.

0 6 0 0
.

2 69士 0
.

11 0 16
.

8士 1 3
.

2 1 99
.

1士 5 3
.

6 1 3 16
.

1士 2 0 7 6
.

2

1 2 0~ l 9

l 6

0
.

0 5 5士 0
.

0 1 8 1
.

3 6 8土 0
.

4 5 3 0
.

30 0士 0
.

12 5 2 2
.

9士 2 7
.

6 20 2
.

3士 3 2
.

0 1 2 1 1
.

3士 1 3 2 1
.

3

1 6 0 ~ 0
.

0 5 4士 0
.

0 2 5 1
.

3 5 0士 0
.

5 4 9 0
.

3 2 1士 0
.

16 6 1 6
.

2士 7
.

9 20 8
.

4士 95
.

6 1 4 9 4
.

7士 2 5 4 5
.

8

发锑

(拌g / g )

1 0~

4 0 ~

l 8

4 9

0
.

0 5 9士 0
.

0 2 1 1
.

6 8 8士 0
.

5 0 2 0
.

20 6士 0
.

10 5 2 0
.

9士 18
.

5 1 92
.

6士 2 9
.

1 8 9 0
.

9士 9 5
.

3

0
.

0 5 7士 0
.

0 2 0 1
.

6 4 3士 0
.

6 8 0 0
.

30 0 士 0
.

19 2 2 1
.

6士 14
.

6 2 10
.

1士 72
.

5 9 15
.

4士 5 4 3
.

7

7 0 ~ 1 9

1 0 0 ~ 1 6

0
.

0 5 4士 0
.

0 2 0 1
.

6 0 4士 0
.

7 6 3 0
.

2 64士 0
.

11 7 1 6
.

8士 8
.

7 20 0
.

8士 2 9
.

7 8 2 8
.

0士 6 9 0
.

4

0
.

0 5 4士 0
.

0 1 8 1
.

5 1 9士 0
.

6 3 7 0
.

2 78士 0
.

0 8 8 16
.

8士 10
.

8 1 92
.

5士 64
.

3 1 75 7
.

2士 2 7 1 2
.

9

3 讨论

职业性锑接触对肺脏
、

心脏和皮肤的损害已被人

们普遍认识
,

但它对微量元素代谢的影响还不很清楚
。

本研究通过对 102 例锑作业工人健康体检发现
,

锑作

业工人尿 C u
、

Z
n
和发 C u

含量明显降低
,

而发 F
e

含量

则显著增加
,

发 C u/ Z
n
比值也出现异常

,

表明长期锑

接触能导致机体 C
u 、

Z
n 、

F e

等微量元素的代谢失常
。

发 F
e

与工龄
、

年龄呈显著性正相关
,

是否与作业环境

中铁含量有关有待进一步调查
。

C
u
和 Z n 含量虽随体

锑负荷
、

工龄增加有降低趋势
,

但无显著性差异
,

因此

进一步研究 C u 、

Z n 在锑接触期间的变化规律及其意

义仍有必要
。

(收稿
:

1 9 9 5一 0 4一 1 8 修回
:

1 9 9 6一 05一1 0 )

红细胞喃咤 5’
一

核昔酸酶作为铅接触指标的研究

湖南省湘潭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 4 1 1 1 0 1) 谭湘武 张冬责 王华岚

关于铅中毒的研究
,

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

其实

验室诊断指标的研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入
,

尤其是近

年来 国外 对 红 细 胞 啥 咤 5忆核 昔 酸 酶 ( 以 下 简

R B C P SN ) 活性作为铅接触监测指标进行了广泛地

研究
。

我们从检测方法学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

现将

结果介绍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铅接触组 92 人
,

为从事炼铅
、

熔铅作业工人
,

男

49 名
,

女 43 名 ; 锡接触组 50 人
,

从事熔福作业工人
,

男 26 名
,

女 24 名 ; 正常对照组 90 人
,

为商场售货员
、

行政人员
、

集团公司职员
,

男 55 名
,

女 35 名
。

以上各

组人员年龄在 20 ~ 45 岁之间
,

工龄在 1年以上
。

在进

行职业性常规体检的同时
,

测定各组人员静脉血的红

细胞 P SN
、

血铅 ( P bB )
、

尿铅 ( P b U )
、

尿粪 叶啡

(C P )
、

尿 8
一

氨基酮戊酸 临
一

A L A ) 等实验室研究项目
。

1
.

2 检测方法

红细胞 P SN 活性测定采用改良 V al e
nt i ne 比色

法
。

P b B
、

P b U
、

C P
、

占
一

A L A 均按中国预防医学科学

院主编《职业病诊断国家标准沁B l l 5 0 4
一
8 9 附录 A

、

B
、

F
、

G 所述方法操作
。

作业环境空气中铅
、

福浓度的测

定按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 (第三版 ) 所述方法操

作
。

2 结果

2
.

1 空气铅量与血铅
、

P SN 活性的关系

见表 1
。

由表 1 可知
,

铅接触组血铅浓度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和福接触组
,

而红细胞 P SN 活性明显低于正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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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和福接触组
,

表 1

而且各组间红细胞 P SN 无性别差 异
。

表明 P SN 活性随着血铅的变化而变化
。

空气铅量与血铅
、

P SN 活性的关系

作业环境空气浓度
组 别

男 ( X 士 S ) 女 ( X士 S )

P b ( m g /m 3 ) C d ( m g /m 3 ) n P b B (拜m o l / L ) P SN n P b B (“ m o l / L ) P SN

铅接触组 0
.

1 8 8
`

4 9 1
.

8 5士 0
.

6 9二 8
.

4 0士 2
.

5 7 二 4 3 1
.

7 9士 0
.

6 8二 8
.

8 4土 2
.

4 4二

锡接触组 0
.

29 5
.

2 6 0
.

60士 0
.

35 13
.

2 0士 2
.

4 5 2 4 0
.

6 2士 0
.

3 3 1 2
.

9 0士 2
.

3 5

正常对照组 未检出 未检 出 5 5 0
.

65士 0
.

36 1 2
.

5 2士 2
.

4 5 3 5 0
.

6 7士 0
.

3 2 1 2
.

1 0士 2
.

2 0

`

已超标
, . `

与正常对照组
、

福接触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
.

01 )

2
.

2 血铅与 P SN 及其他诊断指标之间关系 围与 P SN 活性均相关密切
,

当 P bB ) 2
.

即m ol L/ 时
,

见表 2
。

P SN 活性明显受到抑制
,

其相关系数
: ~ 一 。

.

8 2 0 4
,

阳

由表 2 可知
,

红细胞 SP N 随 P b B 值升高而下降
,

性检出率为 95
.

4%
。

表明红细胞 P SN 活性可反映人体

其他各项指标随 P b B 值升高而增高
,

用方差分析有显 铅蓄积剂量
一

效应与反应关系
。

著意义 ( P < 0
.

0 1 )
。

经相关分析
,

在上述不同血铅范

表 2 不同血铅水平 PS N 及其他诊断指标的剂量
一

效应与反应关系

血 铅 测定人数 p 5 N p b U C P S
一
A L A

(拌m ol / L ) ” 又士 s 阳性率 又土 s 阳性率 阳性率 又士 s 阳性率

0~ 10 1 2
.

1 0士 2
.

50 0 0
.

2 6士 0
.

1 6 0 0 1 5
.

0 1士 6
.

0 1 0

0
.

5 ~ 1 7 9
.

0 1士 1
.

9 1 0 0
.

3 0士 0
.

2 5 0 0 18
.

12士 5
.

91 0

1
.

0 ~ 4 3 8
.

0 8士 2
.

5 3 6 5
.

2 0
.

3 5士 0
.

3 0 4
.

6 4
.

6 30
.

10士 6
.

8 0 1 8
.

6

2
.

0 ~ 2 2 6
.

0 1士 2
.

10 9 5
.

4 0
.

7 6士 0
.

5 1 6 8
.

1 5 4
.

5 4 8
.

10士 7
.

0 5 5 0
.

0

以 P S N镇 7
.

6 8拜m o l / H b
·

g / h
,

P b U ) 0
.

3 9拜m o l / L
,

C P ) 料
,

6
一
A L A ) 5 0

.

5拜m o l / L 为阳性

2
.

3 正确度的评价 2
.

即m ol / L 时
,
P SN 活性 明显受到抑制

,

显然该值是

见表 3
。

一个阐值
。

因此
,

P SN 与 P b B 在比较广泛的 P b B 含量

表 3 铅接触者 P SN 活性与 P bB 的比较 内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单位
:

个 ) P SN 和其他指标的比较研究表明
,

首先
,

P SN 对铅

P S N

(尸m o l / H b
·

g / h )

P b B

合计
) 2

.

4拜m o l / L < 2
.

4拜m o l / L

( 7
.

68
书

) 7
.

68

l 5

5 5

3 6

5 6

合计 2 2 7 0 9 2

`

为正常人 P SN 活性的 95 写正常值下限值

以美国 A C G IH 制定的血铅生物接触限值 ( BEI )

2
.

4 0拜m o l /L 为标准
,

若以 P SN 活性 7
.

6 8拌m o l / H b
·

g h/ 为正常值下限
。

按方法学评价得出 P SN 的检验效

果
:

灵敏度为 95
.

4% ( 21 2/ 2 )
,

特异度为 78
.

61 % ( 5 5 /

7 0 )
,

准确 度为 8 2
.

6% 〔 ( 2 1 + 5 5 ) / 9 2〕
,

假 阳性率 为

2 1
.

4 % ( 1 5 / 7 0 )
,

假阴性率为 4
.

5 % ( l / 2 2 )
。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红细胞 P SN 与 P b B 具有 良好

的相 关 性
,

其 相 关 系 数
r
- 一 0

.

82 04
,

当 P b B )

的特异性强
,

在职业性福接触工人中
,

其 SP N 活性未受

到抑制
,

而在职业性铅接触的工人中
,

P SN 活性明显受到

抑制
,

很多实验证明
,

获得性 P SN 缺陷目前还仅见于铅

中毒 ;其次
,

P SN 活性的阳性检出率较高
,

稳定性较好
。

血

铅是公认的生物监测指标
,

有较高的阳性检出率和稳定

性
,

但它的测定需昂贵仪器设备
,

而且要精密操作
,

严防

污染
,

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
。

尿铅测定阳性检出率低
,

又

不易质控
。

鉴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
,

故 P SN 活性的测

定用于职业性铅接触指标具有重要的价值
。

综上所述
,

一个理想的铅接触指标
,

既要有较高的

灵敏度及特异度
,

同时要求尽可能划分出最少的假阳

性和假阴性数
。

由于红细胞 P SN 活性可以反映体内铅

量的剂量
一

效应关系
。

因此
,

从实用角度来衡量
,

采用比

色法测定 P SN 活性
,

方法可靠
、

灵敏
、

不需特殊仪器
,

是对职业人群调查提供有效的特异的筛查方法
。

(收稿
:
1 9 9 5一 0 8一 1 5 修回

:
1 9 9 6一0 5一 0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