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尘肺患者血清唾液酸和透明质酸检测分析

史善富

　　为探讨血清唾液酸 ( Sialic acid, SA) 和透明质酸

( Hy alur onic acid, HA)含量与尘肺的关系 , 我们对这

两项指标进行了检测分析。

1　材料和方法

1. 1　测定对象

尘肺组选择的Ⅰ 、Ⅱ期矽肺及Ⅰ 、Ⅱ 期煤尘肺均经

南京市尘肺诊断组确诊 , 尘肺组及健康对照组年龄均

在 60～ 80岁之间。 SA检测对象中未查出肿瘤和呼吸

系统严重感染 , HA检测对象中也未见肝病及类风湿

关节炎等病史。

1. 2　测定方法

HA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 , SA测定采用化学比色

法 , 二者药盒皆由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提供。

2　结果分析

2. 1　 SA测定结果

　　表 1　 血清唾液酸测定结果

组别　　 例数 含量 ( x± sμ g /ml )

健康对照组 64 478± 82

Ⅰ 期矽肺 14 526± 62 *

Ⅱ期矽肺 7 563± 80* * △△

Ⅰ 期煤尘肺 27 534± 85* *

Ⅱ期煤尘肺 7 620± 125*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P < 0. 05, * * P < 0. 01;

与Ⅰ 期矽肺组比较△△ P> 0. 05;

与Ⅰ 期煤尘肺比较△ P < 0. 05。

统计学处理表明: Ⅰ 、Ⅱ期矽肺及煤尘肺患者的血

清 SA含量高于未接尘健康对照组 ; Ⅰ 期与Ⅱ期矽肺

患者的血清 SA含量差异无显著意义 ; Ⅱ期煤尘肺组

的血清 SA含量高于Ⅰ 期煤尘肺组 ; Ⅰ 期矽肺组与Ⅰ

期煤尘肺组 , Ⅱ期矽肺组与Ⅱ期煤尘肺组的 SA含量

差异无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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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HA测定结果

　　表 2　 血清透明质酸测定结果

组别　　 例数 含量 ( x± s ng /ml )

健康对照组 30 109± 76

矽肺组 9 231± 161* * △△

煤尘肺组 15 174± 142*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P < 0. 05, * * P < 0. 01; 与煤尘肺比

较△△ P> 0. 05。

统计学处理表明: 矽肺组、煤尘肺组的 HA含量均

高于健康对照组 , 矽肺组 HA含量与煤尘肺组差异无

显著意义。

3　讨论

3. 1　 SA是细胞膜糖蛋白寡链末端的一种结合糖。当

尘粒进入肺内后或导致吞噬细胞裂解 (矽尘 ) ,或引起

胶原纤维变性及坏死 (煤尘 ) , 细胞解体 , 酶类被释放

出来 , SA在唾液酸酶的作用下从细胞膜糖蛋白寡链

末端分解出来 , 致使血清 SA含量增高。本文 SA检测

结果支持这一结论 , 与国内有关报道及动物染尘实验

结果一致。Ⅰ 、Ⅱ期矽肺组间的 SA含量差异无显著意

义 , 可能是Ⅱ期矽肺例数太少。

3. 2　研究证实: 肺间质细胞具有合成 HA的功能 ,特

别是成纤维细胞可以合成大分子量的 HA。 尘肺病人

由于进入肺部的尘粒引起的局部免疫反应激活巨噬细

胞 ,使其吸引和活化中性粒细胞 ,后者又分泌蛋白酶和

活性氧 ,损伤间质细胞和结缔组织 ,吸引成纤维细胞并

使之增生 ,引起血清 HA上升。本文 HA检测结果与上

述结论一致 , 与国内一些报道相近。

3. 3　同期矽肺与煤尘肺组间的 SA及 HA含量差异

无显著意义 , 说明矽尘与煤尘对人体 SA及 HA代谢

的影响差异不大。总之 ,血清 SA及 HA与尘肺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关系 , 检测二者含量对于肺纤维化程度的

估计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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