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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作业女工血脂质过氧化

与抗氧化活性的研究
`

肖国兵 马藻脾 陈志先 邵迪初 邱华士 孙新谈 庄 立 童寒波

提 要 为探讨温石棉对人体的脂质过氧化作用机制
,

对 47 名接触温石棉的女工和 15 名女性

石棉肺病人血清 M D A
、

S O D
、

G SH
一
P x

进行了研究
,

并分别与 15 名无石棉接触女工和接尘女工对

照
,

采用 t 检验
、

相关分析
。

结果可见接尘组女工血清中 M D A
、

s 0 D
、

G S H
一

P
x

等显著高于对照组

(尸 < 0
.

0 0 1 )
,

接尘组与石棉肺病人组血清 M D A
、

S O D
、

G S H
一

P
x

等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别 (尸>

0
.

0 5 )
。

提示温石棉可引起接触女工和石棉肺患者的脂质过氧化和抗氧化酶等的变化
,

表明脂质过

氧化在温石棉致病中起着重要作用
。

M D A 及抗氧化酶如 S O D 等有望成为早期诊断和动态观察的

敏感指标
。

关性词 温石棉 脂质过氧化 超氧化物歧化酶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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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石棉纤维可引起肺组织纤维化
、

肺癌及胸膜间皮瘤
,

但迄今为止
,

石棉的致病

机理尚未明了
。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石棉可引

起 活性氧产生
,

导 致细胞膜的脂质过氧化

( L P O )
,

进而引起膜损伤川
。

活性氧在石棉致

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不少 学者 已作了探

讨图
。

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动物实验和体外研

二
本研究得到宁波市科委科研 (攻关 ) 项 目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
:

3 1 50 1。 宁波市卫生防疫站 ( 肖国兵
、

马藻

弊
、

邱华士
、

孙新媛
、

庄立 )
,

浙江省余姚市卫生防疫站 (陈

志先
、

邵迪初
、

童寒波 )

究
,

而对作业工人接触石棉与脂质过氧化之间

的关系研究则很少
,

尤其是对接尘女工
。

基于

此
,

本文对这方面作了一些探讨
,

以期为石棉

致病机理提供新的依据
,

为石棉肺的早期诊

断
、

治疗和预防提供新的设想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1门门 选择本地两家石棉纺织加工厂作业工

龄在 1年以上的女工 47 人为接尘组
,

两家加工

厂地点邻近
,

环境
、

原材料
、

生产工艺等基本

相 同
。

另选择附近从事酿造
、

食品加工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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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触任何有害因素的女工 22 名为对照组
。

接

尘组平均年龄为36
.

46 士 4
.

18 岁
,

工龄为 2
.

69

士 0
.

9 2年
;
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38

.

14 士 3
.

95 岁
,

工龄为 .2 70 士 .0 89 年
。

两组间其他条件亦有可

比性
。

1
.

1
.

2 选择当地石棉肺病人 15 例作为病人

组
,

其平均年龄为 59
.

33 士 5
.

30 岁
,

工龄为

20
·

45 士 5
.

25 年
。

脱尘年限大多在 10 年以上
。

另

选择工龄
、

年龄相类似的现接尘工人作为接尘

对照
。

各组调查对象均无明显感染性疾病
。

1
.

2 指标与方法

,
.

2
.

1 胸部 X 线亚高仟伏摄片
,

摄片后由

尘肺诊断专家进行尘肺诊断和其他肺部疾患

的诊断
。

1
.

2
.

2 血清脂质过氧化代谢产物丙二醛

(M D A ) 测定
,

硫代巴比妥酸 ( T B A ) 荧光法图
。

1
.

2
.

3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
,

邻苯

三酚自氧化法测定闭
。

1
.

2
.

4 血清谷胧甘肤过氧化酶 ( G S H
一

P x) 测

定
,

D T N B 直接法 [ 5〕
。

1
.

3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利用 38 6微机和 S P S S / P C +

软件进行 t 检验
、

F 检验和直线相关分析等
。

2 结果

2
.

1 石棉作业环境

所调查的两个厂主要工种是轧棉
、

纺线
、

拼线
、

织布等
,

厂房低矮
,

2个或 3个工种同处

一个厂房内
,

空气相互流通
,

选用原料为四川

新康和新疆祁连山石棉
。

1 9 9 3一 1 9 9 5年对作业

环境的监测表 明
,

几何平均 浓度为 18
.

4 0 士

3
·

2 3m g / m
3
( 5

·

0一 1 8 6
.

2 5m g /m
3
)

,

平均超标

达 9倍
,

最高超标 90 倍
。

工人操作时基本戴防尘

口罩
。

2
.

2 接尘工人尘肺发病情况

经过对接尘组工人胸片的诊断
,

未发现石

棉肺病人和其他肺部疾患
。

2
.

3 接尘组与对照组有关指标比较

血清中生化指标的测定结果见表 1
。

衰 1 两组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 士 s)

组别 M D A 年m o l / L ) S O D ( U /m l ) G S H
一

P x ( U / L )

接尘组
3

.

2 3士
0

.

5 9二

1 7
.

3 9士

4
.

6 3
, .

18 1
.

6 1士

12
.

39
“ .

对照组
2

.

5 0士

0
.

7 5

1 1
.

9 9士

3
.

9 9

1 7 0
.

1 3士

1 5
.

12

` .

与对照组相 比尸 < 0
.

001

由表 1可见
,

接尘组与对照组相比 M D A

水平
、

SO D
、

G S H
一

P x
活性等差异均有显著性

意义
,

尸 < 0
.

0 01
。

2
.

4 病人组与接尘对照组相比较

两组生化指标比较结果见表 2
。

表2 病人
、

接尘对照组生化指标变化 ` 士 : )

组别 M D A 印m o l / L ) S O D ( U /m l ) G S H
一

P x ( U / L )

病人组
.

7 7士
.

5 4

17
.

4 4士
4

.

4 7

1 8 2
.

5 1士

8
.

6 1

接尘对照组
3

.

0 3士

0
.

7 1

18
.

2 3士

6
.

97

1 8 0
.

0 4士

7
.

7 3

注
:

经 t检验分析
,

两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

尸 > 。
.

05

2
.

5 接尘女工生化指标与接尘工龄的关系

工 . (年 》

一一 M D A (拜m
o l / L )

—
S O D ( X 1 0 U /m L )

· · ·

… … G H S
一
P x ( X I OOU / L )

图 3项生化指标与工龄的动态变化

由图可见
,

接尘女工血清中 M D A 与 s O D

间存在较 明显的平衡关系
,

即早期 M D A 渐

高
,

SO D 则渐低
,

随着 SO D 的增高
,

M D A 则

下降
,

在机体一段时间内则出现 M D A
、

SO D

均较高的现象
,

晚期 M D A
、

S O D 处于较平稳

状态
。

通过 S P SS/ P C + 软件中相关回归分析发

现
,

血中 M D A
、

S O D
、

G S H
一

P x
等生化指标与

接 尘 工 龄 的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一 0
.

1 9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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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0
.

0 0 7 8
、

0
.

0 2 3 7
,

经检验三者均无显著相关

性 (尸 > 0
.

05 )
。

这些生化指标与年龄也未见明

显相关
。

3 讨论

3
.

1 G o o d g l ie k
、

H a n s e n
及 D o n a ld s o n

等人

的研究表明石棉与分离的肺泡或腹腔巨噬细

胞共同孵育
,

可测 出 0
2

·

与 H
Z
O

Z

的生成增加
,

同样
,

通过抗氧化剂对抗石棉的毒性研究也表

明 0
2

·

和 L P O 在石棉的毒性和致病作用中有

着重要 意义压
2〕。

本文通过对接触石棉尘女工

血清中脂质过氧化水平 M D A 的研究发现
,

接

尘 女工 M D A 水平 明显高 于 对 照 组
,

P <

0
.

0 01
,

这一研究与体外试验和动物实验结果

相一致
。

从而从临床角度证实了脂质过氧化在

石棉致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3
.

2 SO D 和 G s H
一
P x
是细胞内抗脂质过氧

化反应的酶性保护系统的重要成分
。

SO D 能

使 O
,

·

转变成为过氧化氢和氧分子
,

G S H
一

P x

和过氧化氢酶 ( C A T )能消除过氧化氢的毒性
,

从而保护组织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

石棉作

用于人体后
,

可引起脂质过氧化
,

必然会导致

机体反馈性调节
,

生成大量 SO D 和 G S H
一

P x

等
,

这是机体的一种防御机制
。

本文研究发现

石棉接触女工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表明了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正处于旺盛

状态
,

同时也间接反映着机体内氧 自由基的生

成情况
。

3
.

3 尽管石棉肺病人已脱尘多年
,

但其肺内

石棉尘仍在继续侵犯细胞膜
,

导致 L P O 产生
,

刺激机体抗氧化机制
。

本文的研究发现
,

病人

组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等与接尘对照组无差别

,

其主要原因在于 ( 1) 石棉肺病人已脱尘多年
,

也即粉尘停止接触多年
, ( 2) 石棉肺病人肺内

的石棉不少已被细胞包裹
,

或被细胞分泌物包

裹
,

其活性已大为降低
,

而不像接尘工人
,

每

天吸入新鲜的活性较强的石棉尘
。

从某种角度

上
,

我们认为病人体内 L P O 作用较接尘对照

组强
。

3
.

4 M D A
、

s O D
、

G S H
一

P x
动态关系分析可

见
,

L P O (以 M D A 表示 ) 与 S O D
、

G S H
一

P x

之间存在较复杂关系即早期 L P O 水平高而

SO D
、

G S H
一

P x
相 对 较 低

,

以 后 则 L P O 与

SO D
、

G S H
一

P x
之间存在平衡关系

,

这一现象

与实验所得结果相吻合困
。

尽管不是 同一个体

的动态观察
,

但从一个侧面却反映了 L P O 与

抗氧化机制的作用与作用关系
。

实验 研究表

明困
,

石棉尘引起肺泡巨噬细胞的 L P O
,

可呈

时间及剂量依赖效应
,

可以设想
,

石棉尘作用

于机体也会呈现相类似的效应
,

即表现为早期

L P O 强
,

抗氧化体系弱 ~ 抗氧化反馈增强
,

L P O 弱 ~ L P O 较强
,

抗氧化较强 (处于平衡 )

的过程
。

因此
,

石棉作业工人的 M D A (表示

L P O 水平 )
、

s O D
、

G s H
一

P x
等生化指标有望作

为早期诊断指标和动态观察的敏感指标
。

3
.

5 M D A
、

S O D
、

G S H
一

P x
等与接尘工龄未

见 明显相关
,

表明石棉致细胞膜毒性
,

引发

L P O 过程中
,

机体的抗氧化机制抵销了 L P O

的影响
,

同时石棉肺 (癌 )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机体的一些敏感因素可能比接触期限和程度

更为重要川
。

这些 敏感 的因素尚待进一步研

究
。

另一方面
,

本文接尘工人间工龄相差不大
,

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

(本工作得到余姚市卫生防疫站放射科
、

检验科和浙江

医科大学尘肺研究室等大力协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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