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铅接触工人自律神经系统功能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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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探讨长期低浓度铅接触对自律神经系统功能的影响 , 对蓄电池厂铅接触工人进行了

自律神经系统功能心电图测试和自律神经系统功能失调问卷调查 ,以公司白领人员为对照组。所得数据

经 S AS软件包中的相关分析、 F检验和χ2检验处理。结果与作者先前研究所得结论相符: 未见铅接触与

自律神经功能下降有直接关系 (P> 0. 05)。铅接触组自律神经功能失调症状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无显著意义 (P> 0. 05)。年龄显著影响自律神经系统功能 (P < 0. 01)。提示长期低浓度铅接触可能对自

律神经系统功能不产生明显影响。本研究对探讨重金属毒作用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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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 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 f long-term exposure to low level o f lead on the function of

autonomic nerv ous sy stem, function o f autonomic nerv ous system and electro cardio g ram w ere tested,

and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 tion was car ried out in th e w o rkers expo sed to lead in a sto rag e ba tter y

manufacturer , with w hit e-colla r emplo yees a s contr ols. Da ta w ere pr ocessed by co r relation analysis, F -

test and χ2 test w ith SAS softw ar e in a mic rocompute r. Results w er e th e same as that de riv ed fr om the

previous study done by the autho rs. No direct asso ciation betw een lead expo sure and decline of the func-

tion of autonomic nerv ous sy stem was found (P> 0. 05) . There w 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stur-

bance o f function of autonomic nerv ous system betw een the g r oup expo sed to lead and the cont ro ls (P

> 0. 05) . Function of autonomic nervous sy stem was affected obviously by age (P> 0. 01) . It suggests

that chr onic exposure to low -level lead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func tion o f autonomic nerv ou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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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具有神经毒性。有关铅对自律神经系统

(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 S)的影响已

引起关注 ,但结论相矛盾〔 1, 2〕 ,本文作者已进行

了一次类似研究
〔 3〕

, 未得到铅接触对自律神经

系统功能有影响的证据。作者在上次研究进行

的总体人群中重新选择了观察对象 ,调整了年

龄差异和部分分析指标 ,以验证上次研究结果

的正确性。

1　材料和方法

　　作者单位: 030001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研室
(牛侨 ) , 山西省职业病医院 (李哲 ) , 意大利 Perugia大学医

学院 ( G. Abbri t ti )

1. 1　观察对象

　　分为两组: 接触组 ( 87名 )来自上次研究

选择接触组 A的铅蓄电池厂作业工人 , 平均

年龄 40. 9岁。对照组 ( 61名 )由上次研究选择对

照组的公司白领人员组成 , 平均年龄 42. 2岁 ,

两组平均年龄接近。将问卷发给观察对象 , 问

卷内容与上次研究相同 ,观察对象的选择标准

也和上次研究相同。

1. 2　 AN S测试项目

采用报道使用较多的 2个项目: ( 1)深呼吸

时心律变化 ( HR-DB) , 并计算为变异系数

( DB-CV ) ; ( 2)即立心律反应 ( HR-IS) , 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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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站立后 30秒钟内最大 R— R间隔与最小

R— R间隔 , 其比值表示为 Max Min。原始数

据输入 IBM微机 , 用 SAS统计程序处理 , 根

据分布形态 , 取其对数值。

2　结果

2. 1　年龄与测试值 (对数 ) 的关系

经 T检验 , 两组观察对象各项测试值间

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均> 0. 05)。将两个组的

各项测试值与年龄分别做等级相关分析 ,随着

年龄的增长 , AN S功能明显下降 , 呈负相关

( P均 < - 0. 6)。将两组观察对象分别分为 4个

年龄段 , 如表 1, 经 F检验各年龄段间测试值

差异有高度显著意义 (P < 0. 01)。两组的每个

相同年龄段间进行 T检验 , 除了 30岁～ 组的

HR-DB及其变异系数 DB-CV (% ) 差异刚达

显著意义界值外 ,其他值的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 0. 05)。

表 1　各年龄段 ANS测试值对数

　测试项目 　 20岁～ 　 30岁～ 　 40岁～ 　 50岁～

对照组 (n ) 14　　　 15　　　 17　　　 15　　　

HR-DB 1. 39 ( 0. 19)* 1. 33 ( 0. 22) 1. 30 ( 0. 13) 1. 12 ( 0. 17)

DB-CV (% ) 1. 12 ( 0. 16) 1. 07 ( 0. 13) 1. 04 ( 0. 11) 0. 90 ( 0. 16)

Max Min 0. 17 ( 0. 06) 0. 15 ( 0. 05) 0. 12 ( 0. 04) 0. 08 ( 0. 05)

接触组 (n ) 19　　　 14　　　 29　　　 25　　　

HR-DB 1. 42 ( 0. 12) 1. 24 ( 0. 13) 1. 25 ( 0. 18) 1. 16 ( 0. 14)

DB-CV (% ) 1. 14 ( 0. 13) 1. 01 ( 0. 13) 1. 00 ( 0. 17) 0. 92 ( 0. 14)

Max Min 0. 18 ( 0. 05) 0. 17 ( 0. 05) 0. 12 ( 0. 05) 0. 09 ( 0. 04)

　　* 标准差

2. 2　 AN S功能失调症状与体征

见表 2。
表 2　 ANS功能失调症状与体征阳性率

症状或

体　征

对照组 接触组

阳性数 % 阳性数 %
P值

眩　　晕 0 0 5 5. 58

腹　　泻 0 0 1 1. 2

排尿困难 0 0 0 0

尿 失 禁 0 0 0 0

阳　　萎 0 0 2 2. 3

雷诺氏征 2 3. 3 5 5. 8

汗 过 少 3 4. 9 1 1. 15

合　　计 5 8. 19 14 16. 09 > 0. 05

　　由表 2可见 ,铅接触组的 ANS功能失调症

状和体征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但经χ
2
检验差异

无显著意义。

2. 3　铅接触组的接触指标与 ANS功能测试

值间的关系

接触组的血铅均值为 1. 76μmol /L , 接触

工龄均值为 14. 5年。分别将对照组每个观察对

象的年龄和 3个 AN S功能测试值的对数求出 3

个线性回归方程Y
∧

= a+ bX ,再将年龄值 ( 21～

65) 分别代入 3个方程 , 求出 3组 AN S理论值

( HR-DB, DB-CV (% ) , M ax: Min) , 每组 45

个。然后将接触组每名观察对象的 AN S功能

测试值计算为占同年龄的 ANS理论值的百分

比。例如: 25岁的 HR-DB的理论值为 1. 38, 接

触组中有 3位观察对象的年龄在 25～ 25. 99岁

范围内 , 其 HR-DB值分别为 1. 39, 1. 34和

1. 37, 它们占理论值的百分比分别为 1. 01,

0. 97和 0. 99, 以此类推。最后分析接触组观察

对象的血铅值和接触工龄分别与 AN S值 (以

占理论值的百分比表示 )的相关关系 , 未见显

著性相关关系存在 ( r血铅 = 0. 14, r工龄 = -

0. 27, P均> 0. 05)。

3　讨论

3. 1　本次研究中 , 铅接触组与对照组平均年

龄非常相近。上次研究的对照组平均年龄居

中 , 两个接触组平均年龄一个高于对照组 , 另

一个低于对照组。两次研究的年龄设计相辅相

成 , 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年龄在 AN S功能下降

·8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98年第 11卷第 2期　　



中所起的作用。

3. 2　本次研究中 ,无论是从 ANS功能测试值

还是从 ANS功能失调症状和体征来看对照组

与接触组间差异均未见显著意义。从两个组的

结果来看 , ANS功能降低与年龄增长有密切

关系 , 未发现与铅接触有关的有力证据。本次

结果与上次研究结果相符。

3. 3　本次研究中接触组 AN S功能测定值与

接触工龄或血铅均值间未见显著相关 ,结果与

上次研究基本相符 , 也提示铅接触与 AN S功

能的关系不密切。

3. 4　两次研究都是人体研究 , 欲获得完全可

信的结果 , 尚需用电生理学、 神经化学及组织

细胞培养的方法加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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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稿选登 
接触铅工人 OCT, SDH检验报告
鄢嘉成　杨忠国　吴逸人　张晓莉　陈　瑜

　 　对接触铅工人进行了鸟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

( OC T ) , 山梨醇脱氢酶 ( SDH) 血清酶检验 , 现将结

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某厂生产三盐基硫酸铅工人 38人为

观察组 (其中男 35人 , 女 3人 ) , 接触铅工龄 1～ 25年

(平均 16年 );某机械厂不接触铅工人 26人为对照组 (其

中男 22人 , 女 4人 ) , 工龄 3～ 38年 (平均 20年 )。有肝炎

史者均予剔除。

1. 2　检查内容与方法

全部受检者均选用一般肝功能和 OCT、 SDH血

清酶作为观察指标 ,测定方法用王坤主编《实用诊断酶

学》 ,观察组和对照组均检查尿铅。尿标本取晨尿 ,经热

消化后 ,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2　结果

2. 1　尿铅结果　观察组尿铅均值为 0. 507μmo l / L,对

照组为 0. 144μmo l /L (正常参考值为 0. 390μmo l /L) ,经

统计学处理两者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 05)。根据职

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观察组诊断为慢性铅中毒 1

人 , 铅吸收 37人 , 对照组无铅中毒、 铅吸收患者。

　　作者单位: 400060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鄢嘉成 ) , 重

庆江南化工厂卫生所 (杨忠国 ) , 重庆医科大学 (吴逸人、 张

晓莉、 陈瑜 )

2. 2　肝功能结果　一般肝功能两组均在正常范围 ,观察

组 OCT均值为 8. 21U / L,对照组为 5. 14U /L (正常参考

值 10U / L) , 两者差异具有显著意义 (P < 0. 05) ; 观察组

SDH均值为 3. 23U / L, 对照组为0. 25U /L (正常参考值

0. 30U / L) ,两者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 < 0. 05) ,观察

组肝功能异常 , OCT升高 3人 (占 7. 90% )、 SDH4人

(占 10. 50% ) , 对照组无肝功能异常者。

2. 3　尿铅与 OC T、 SDH相关分析　对 38名接触铅工

人进行尿铅与 OCT、 SDH相关检验 ,结果尿铅与 OC T

无相关 ( r= 0. 01, P> 0. 5) , 而尿铅与 SDH存在着显

著正相关 ( r= 0. 34, P < 0. 05)。

3　小结

检查 38名接触铅工人 (其中铅中毒 1人 ,铅吸收 37

人 ) 的 OCT、 SDH血清酶 , 结果见 OCT、 SDH升高 ,

铅接触组高于对照组 ,尿铅与 SDH存在正相关 , OC T

与尿铅间不存在相关 , 后者可能与对照组例数太少有

关 , 有待进一步观察。

结果表明 , 即使是铅吸收患者仍可引起一定程度

的肝损害 ; OCT与 SDH血清酶在铅对肝损害肝功能

检查中是二项较为特异、灵敏的血清酶 ,尤以后者更为

敏感 , 值得今后探讨。

(本文承蒙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研究中心赵金

垣教授指导、 审阅 , 特此致谢。) (收稿: 1997-11-24)

·82· 　　 Chinese J Ind Med, Apr　 1998, Vol. 11　 No.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