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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设计卫生审查时
,

能代表全矿区的空气中粉尘样

品是无法取得的
,

也只能以岩 (矿 ) 石的测定结果作为

依据
。

当然岩 (矿 ) 石同空气中粉尘
、

呼吸性粉尘在游

离 51 0 2

含量上是有差异的
,

因此在劳动卫生学研究中

必须测定生产工人实际接触的空气中粉尘和能够到达

肺泡中的粉尘游离 51 0 2

含量
,

它属于调查研究问题
,

应该克服种 种困难
,

直接从空气中采集粉尘样品进行

分析
。

但在 日常监测工作中
,

在目前的条件下
,

对广大

基层监测单位来说
,

直接从空气中采样或分析空气中

采集的少量样品是有困难的
。

我国现行粉尘卫生标准

游离 51 0 2

含量分档的组距较大
,

只有 < 10 %
、

10 % ~

50 %
、

50 % ~ 80 %
、

> 80 % 四档
,

在监测中采取与粉尘

中游离 51 0 2
含量相近的岩 (矿 ) 石作为测定样品并以

其测定结果作为评价的依据可视为一种可允许的采样

方法
。

但对采样条件
、

数据处理方法必须有明确的要

求
。

第一必须有地质部门提供的矿区围岩构成资料并

以地质部门提供的代表性岩 (矿 ) 石作为标本 ; 第二分

析各个标本的游离 51 0 2

含量后
,

不可用采集样品数直

接计算简单的平均含量
,

应依据地质部门提供的资料
,

计算围岩构成加权平均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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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

葡萄糖普酶含里及影响因素

王连福 江德华 陈西贵 舒高亭 王润生 曹成如 李庆海

N
一

乙酞手 D
一

氨基葡萄糖昔酶 (N A G ) 为细胞溶酶

体水解酶
,

尿中 N A G 主要来 自肾近曲小管上皮细胞
,

是各种肾实质早期损伤的敏感标志物
。

为明确尿 N A G

测定在二氧化硅粉尘接触工人肾功能监测中的意义
,

探讨尿 N A G 测定结果的影响因素
,

我们于 1 9 9 4年 n

月对接尘工人和正常人群进行了尿 N A G 测定
,

报道

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对象

研究对象分为两组
。

( 1) 接尘组
:

来自本地某矿区

的 171 名从事煤矿岩层开采工作的二氧化硅粉尘接触

工人
,

年龄为 20 ~ 51 岁
,

平均 33
.

93 岁
,

接尘工龄为 1~

31 年
,

平均 15
.

24 年
,

其中吸烟者 87 人 (5 0
.

88 % )
,

饮

酒者 1 0 7人 ( 6 2
.

5 7% ) ; 1 9 7 5~ 1 9 9 4年粉尘监测资料显

示
,

接尘工人接触岩尘 (二氧化硅含量卜 10 % ) 的平均

浓度为 一 6 7m g / m
3 ( s

= 0
.

5 3 )
,

超标率平均 2 1
.

2 7%
。

( 2) 对照组
:

36 名无二氧化硅粉尘职业接触史的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

年龄为 21 ~ 51 岁
,

平均 33
.

87 岁
,

其中吸

烟者 1 8人 ( 5 0% )
,

饮酒者 2 3人 ( 6 3
.

8 9写 )
。

两组对象均

为男性
。

1
.

2 尿 N A G 测定

作者单位
:

2 7 2 1 0 0 济宁市妇女儿童 医院 (王连福
、

陈西

贵 )
,

济宁市卫生防疫站 (江德华
、

舒高亭 )
,

充州矿务局 (王

润生
、

曹成如
、

李庆海 )

取受试者随意尿样
,

用对硝基苯基 N A G ( P N P
-

N A G ) 比色法测定
。

P N P
一

N A G 由上海第二 医科大学

科技中心实验室合成
,

批号 9 4 0 5 1 4
,

用 7 5 2 0型分光光度

计比色
,

波长 4 O0n m
。

标准曲线相关系数为 0
.

9 9 9
,

正常

值镇 1
.

SU / m m o l C r 。

1
.

3 尿常规及肌配 ( C r ) 测定

尿常规包括显微镜检查和蛋白定性
。

尿肌醉用碱

性苦味酸法测定
。

,
.

4 统计学分析

尿 N A G 用肌醉校正后作 Sut de nt t 检验和 丫检

验
。

2 结果

2
.

1 接尘组和对照组尿 N A G
、

常规和肌醉测定结果

接尘组和对照组尿 N A G 测定结果见表 1
.

正常对

照组尿 N A G 用累计概率作图法检验表明为近似正态

分布
,

均值 1
.

o 5U / m m o l C r ,
9 5% 可信限上限为 1

.

6 6U /

m m o lC r
。

与文献报道正常上限 2
.

s z U /m m o lC r
相近

。

而 1 7 1例接尘工人尿 N A G 均值高达 2
.

1 4U /m m o lC r ,

异常率为 23
.

98 %
,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
。

接尘组和对照组尿常规检查均为正常
,

两组工人

尿肌醉分别为 8
.

03 士 4
.

45 和 9
.

58 士 6
.

07 m m ol /L
,

异常

率均为。 ,

差异无显著意义 (尸> 0
.

0 5 )
。

2
.

2 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因素

2
.

2
.

1 接尘时间对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 根据接尘

时间长短将接尘工人分为 ( 10 年
、

> 10 年和> 2 0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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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接尘组与对照组尿 N A G活性及异常率 ( % ) 比较

组别 夏士
: ( U /m m o lC r ) 超上限人数 异常率 ( % ) P值

接尘组

对照组

例数

1 7 1

3 6

2
.

1 4 士 3
.

7 5

1
.

0 5士 0
.

6 4

`

;
3 2

.

9 8

5
.

6 5
( 0

.

0 5

组
,

尿 N A G 活性变化见表 2
。

表 2可见
,

接尘时间 ( 10

年的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无明显变化 (尸> 。
.

0 5 )
,

而

接尘时间> 10 年和> 20 年的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分

别有显著性 (尸 < 0
.

0 5) 和极显著性增加 ( P < 。
.

。。1 )
。

衰 2 接尘时间对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

组别
接尘时间

(年 ) 例数 妄士
s ( U /m m o lC r ) P 值

.

接尘组 成 1 0

) 1 0

) 2 0

0

7 6

6 1

1
.

2 6士 2
.

3 1

1
.

8 4士 2
.

0 5

4
.

63士 6
.

6 5

1
.

0 5士 0
.

6 4

> 0
.

0 5

< 0
.

0 5

对照组

3 4

3 6
< 0

.

0 0 1

,

与对照组 比较

2
.

2
.

2 年龄对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 选择接尘时间

均为 10 年的接尘工人 34 例和对照组工人 36 例
,

按35 岁

以下和 35 岁以上划分年龄段
,

两组工人 35 岁以下和 35

岁以上年龄段尿 N A G 活性均无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5 )
。

2
.

2
.

3 吸烟或饮酒对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 接尘组
、

对照组中的吸烟者或 /和饮酒者尿 N A G 活性均无显

著性差异 (尸> 0
.

0 5 )
。

3 讨论

动物实验证实
,

二氧化硅可导致肾脏毒性反应
,

主

要表现为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

肾间质炎
、

纤维化和肾

小球硬化
。

国外也有学者发现
,

接触二氧化硅粉尘工人

肾组织二氧化硅含量明显增加
,

并伴有肾小球和肾小

管超微结构的改变
。

本次的研究结果证实
,

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明显增加
,

而且尿 N A G 活性增加与接尘时

间的延长有关
,

提示接尘工人有肾小管功能障碍
,

并呈

时间
一

反应关系
。

但由于接尘工人肾功能损害症状不明

显
,

而且尿常规检查
、

普通肾功能检查无明显异常
,

因

此二氧化硅粉尘所致肾功能损害往往被人们忽视
。

尿 N A G 是肾小管功能损害的早期敏感性指标
。

本研究发现
,

该酶活性不受年龄
、

吸烟及饮酒等外在因

素的影响
,

而与接尘时间有明显的联系
,

可作为二氧化

硅粉尘接触工人有效的生物学监测指标
。

H e 一

N e 激光对家兔血脂
、

心肌酶及

血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
’

朱启星 孙 栩 杨永 坚 张永华 余秋月 王家骥 朱剑华 叶 琳

激光不良生物学效应研究多集中在大功率照射对

眼和皮肤的损伤 1[, ’ 〕 ,

而低功率反复照射
,

尤其是波长

在 3 500 ~ 7 000 人的激光对生化代谢和心血管系统的

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l[, 3
,
` 〕。

本文选用低功率 H
e 一

N
e

激

光 以一 6 328 人 ) 反复照射家兔
,

以研究其对血脂
、

心

肌代谢酶以及血液流变学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选用家兔 (安徽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 18 只
,

体

重 1 4 5 0~ 2 0 5 0克
,

随机 等分 3组
。

一组用 H N Z SQ 型

, 安徽省教委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
:

2 3。。 00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研室

(朱启星
、

孙栩
、

杨永坚 、 张永华
、

余秋月 )
,

广州医学院 (王

家骥 )
.

安徽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朱剑华
、

叶琳 )

H
e 一

N
e

激光器每天照射兔右眼 5分钟
,

连续 15 天
,

功率

密度为 s m w c/ m Z (光斑直径 I cm )
。

二组用同型激光器

每天照射家兔心前区 (去毛 ) 5分钟
,

连续 15 天
,

功率

密度为 Zo m w c/ m , (光斑直径 k m )
。

三组为对照组
。

在实验前和连续照射 15 天后 (对照组同时 )采兔耳

静脉血测定血清胆固醉 ( T C )
、

甘油三醋 ( T G )
、

高密

度脂蛋白胆 固醇 ( H D L
一

C )
、

低密度脂蛋 白 ( L D L )

(均用温州东匝生物工程试剂仪器厂试剂盒 )
,

血清谷

草转氨酶 (S A S T ) (上海生物制品所试剂盒 ) 和乳酸

脱氢酶 ( L D H ) (台湾 B G H 生物化学公司试剂盒 )
、

全

血粘度 (W B V ) 和血浆粘度 ( P V ) (WX N
一

D 型血粘度

仪 )
、

红细胞压积 (H C T ) (W Y A I 型微量压积仪 ) 以

及血浆纤维蛋白原 ( iF b g ) (双缩脉法 )
。

并进行心电图

检查 (国产 x D H
3

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