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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运用脂质过氧化理论对苯中

毒机理进行研究 ,发现苯接触工人及实验动物体内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 ( O-·2 )浓度增高 ,引起脂质过氧化 ,并认为

这可能是苯细胞毒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1〕。接触高浓

度苯、甲苯对作业工人体内脂质过氧化水平的影响已有

报道〔2〕。为探讨低浓度混苯接触对作业工人脂质过氧化

水平的影响以及与苯致血液系统损伤的关系 ,我们对混

苯作业工人的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脂质过氧

化代谢产物丙二醛 ( M DA )、血细胞计数等指标进行了

测定分析 ,并同时作了空气三苯浓度的测定。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观察组: 某厂接触混苯工人 38名 (男 19名 ,女 19

名 ) , 平均年龄 30. 1岁 ( 19～ 46岁 ) ,平均接触混苯工

龄 3. 2年 ( 1～ 12年 )。 对照组: 不接触任何毒物 , 无

肝、 肾、血液系统疾患的健康者 30名 (男 16名 , 女 14

名 ) ,平均年龄 37. 0岁 ( 21～ 54岁 ) ,平均工龄 16. 6年

( 1～ 39年 )。 两组的其他条件均衡。

1. 2　测定方法

车间空气中三苯浓度测定采用气相色谱法 , 血清

SOD测定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比色法〔3〕; M DA测定采

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3〕 ;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数

采用常规法。

1. 3　统计方法

统计学方法采用 t检验、 方差分析、相关分析。数

据经 SPSS /PC+ 4. 0版统计分析软件包处理 , 微机型

号为 AS TA+ 4 /66d。

2　结果

2. 1　工人混合苯接触水平

车间空气测定 14个点 , 苯、 甲苯、 二甲苯平均浓

度各为 1. 8mg /m3 ( 0. 3～ 8. 4mg /m3 )、 1. 7mg /m3 ( 0. 4

～ 5. 2mg /m3 )、 16. 3mg /m3 ( 0. 2～ 97. 3mg /m3 ) , 均未

超标 , 工人接触低浓度混合苯。

2. 2　各项指标测定结果

血清 SOD、 MDA、 WBC及中性粒细胞数测定　

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的血 SOD、 M DA、 WBC、 中性粒细胞数测定结果 ( x± s)

组别 n SOD ( nU /ml ) M DA ( nM /ml) WBC ( 1× 109 /L) 中性粒细胞数 ( 1× 109 /L)

接触组 38 80. 92± 18. 12* * 4. 38± 1. 08* * 5. 87± 1. 61 3. 35± 1. 06*

对照组 30 97. 56± 29. 42　　 3. 29± 0. 96　　 6. 08± 1. 45 3. 94± 1. 12　

　　 t检验* P < 0. 05,* * P < 0. 01

2. 3　 SOD、 M DA、 WBC及中性粒细胞数之间的相关

分析

结果见表 2。

　　表 2 SOD、 MDA、 WBC及中性粒细胞数之间的相关分析

SOD M DA 中性粒细胞数 WBC

SOD r 1. 0000 - 0. 2830 0. 2246 0. 1257

P < 0. 05 < 0. 05 > 0. 05

M DA r - 0. 2830 1. 0000 - 0. 1191 0. 1277

P < 0. 05 > 0. 05 > 0. 05

中性粒细胞 r 0. 2246 - 0. 1191 1. 0000 0. 7985

P < 0. 05 > 0. 05 < 0. 001

WBC r 0. 1257 0. 1277 0. 7985 1. 0000

P > 0. 05 > 0. 05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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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不同中性粒细胞数水平的人群 SOD、 M DA测定

结果

结果见表 3。

　　表 3　接触组不同中性粒细胞数水平 SOD、 M DA

测定结果 ( x± s)

组别

( 1× 109 /L)
n SOD ( nU /ml ) MDA ( nM /ml)

< 3. 0 15 73. 04± 15. 54* * 4. 53± 0. 98* *

> 3. 0 23 84. 82± 13. 77* 　 4. 28± 1. 18* *

对照组 > 3. 0 25 98. 88± 22. 39　　 3. 35± 0. 98　　

　　与对照组中性粒细胞数 > 3. 0× 109 /L组比较* P <

0. 05,* * P < 0. 01

3　讨论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的活性可反映机体清除自

由基的能力 , 而血清中脂质过氧化代谢产物丙二醛

( MDA)的含量 ,可间接地反映机体细胞受自由基攻击

的严重程度。本次调查发现 , 混苯接触组 SOD活性低

于对照组 , MDA含量高于对照组 ,说明混苯接触可使

机体脂质过氧化作用增强 , MDA含量升高 , SOD活性

降低。

苯进入机体后 ,在代谢过程中可产生氢醌、半醌类

等代谢产物〔4〕 ,从而引起造血细胞的损伤。本次调查发

现观察组与对照组 WBC总数无明显差异 , 而中性粒

细胞数降低有显著意义 , 说明混苯接触对造血细胞损

伤主要引起中性粒细胞减少 , SOD与中性粒细胞数的

相关分析 , 结果示两者呈正相关 , 可能与 SOD能保护

血细胞免受脂质过氧化损伤有关。

在混苯接触组与不接触毒物的健康人组中性粒细

胞数都高于 3. 0× 109 /L的人群中 , 接触组的 SOD低

于对照组 (P < 0. 05)、 MDA高于对照组 (P < 0. 01) ,

接触组中 , 中性粒细胞绝对数低于 3. 0× 109 /L的人

群 , SOD也显著低于 3. 0× 109 / L以上的人群 (P <

0. 01)。 说明在低浓度混苯接触中 , SOD、 MDA反应

比较灵敏 ,早于血细胞指标的改变 ,似可作为衡量混苯

对机体影响的一个敏感指标。

综上所述 ,脂质过氧化指标 SOD、 MDA及中性粒

细胞数是混苯毒性的灵敏指标 , 在 WBC总数尚未下

降时 , SOD、 M DA、 中性粒细胞数与对照组比较 , 差

别已有显著意义。为判断苯、甲苯、二甲苯对人体危害

的早期监测提供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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