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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寻找简便方法来观察动物接噪的个体差异。方法　按大鼠接噪 〔100dB ( A )〕 0. 5h

血压和心率的变化 ,将大鼠分为 A、 B两类 , 再观察接噪 〔 105dB ( A)〕 15周内各类大鼠血压动态变化。

结果　 A类反应大鼠接噪 8周后 , 血压明显高于 B类反应大鼠暴露组 , 12, 15周时血压明显高于 A类

反应大鼠对照组 , 而 B类反应大鼠在同样条件下未见血压明显变化。 结论　此分型方法比原来用心电

图分型方法简单 , 更便于观察现场接噪工人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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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ea rch a simple w ay fo r identifying th e individual sensitivity due to noise.

Method The rats we re divided into type A and type B acco rding to their r esponses in blood pressure

( BP) and hea rt r ate ( HR) afte r 0. 5h no ise expo sure at 100 dB ( A) . Result It wa s show ed tha t the r e-

sponsibility of BP to noise in type A rats was g reater than that o f rats in type B. In type A, BP incr 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8 week of noise expo sure, compa red to rats in type B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Af ter

12 and 15 w eek no ise expo sure, BP of expo sed ra ts in type A w as higher than that o f the contro l g roup

in type A, BP o f ra ts in type B still remained unchanged during th e exposure compared to the contr ols.

Conclusion Th e new method seems mo re simple than that o f the o riginal me thod with elect rocar-

diog raphy in study the individua l differ ence o f the sensitiv ity to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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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本室曾以大鼠接噪后心电图 S T段及心

率的改变来观察不同反应类型大鼠在噪声作用下

收缩压的动态变化 ,观察到敏感的 A类大鼠血压

明显升高 ,不敏感的 B类大鼠血压无明显变

化
[1, 2 ]
。用该方法观察心电图 S T段改变需做手术

安放电极 ,尚需放大器及计算机等设备 ,且操作

复杂不易掌握。为简化操作方法 ,本研究参考前

人结果 ,用大鼠血压及心率来研究噪声作用下的

个体差异 ,并以去甲肾上腺素活性与血压的关

系 ,进一步说明本方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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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动物

选用成年、健康的雄性 Wista r大鼠 (北京

医科大学动物科学部提供 ) ,分型后体重 305±

50g。

1. 2　方法

采用 RBP-1型大鼠血压、心率测定仪做大

鼠分型及暴露前、 后血压 , 心率的测定。

采用 HY5846收放音扩大机 , 将调频段噪

声放大输入 7个一组的音箱组。用经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校正的 B& K2230型精密数字式声

级计和 1625型滤波器测定 , 鼠笼处噪声为

( 105± 1) dB ( A) ,

先测定经过 1周观察确认为健康的大鼠

安静状态下血压、 心率 , 然后将其暴露于

100dB ( A) 噪声下 , 准确控制时间 , 快速、 连

续测定暴露 3、 10、 30min后大鼠血压、 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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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鼠血压、 心率对噪声的反应 , 将其分为

A、 B两类。将第 1次分型所得 A、 B两类大鼠

重复以上步骤后 , 将有典型反应的大鼠留待实

验用。

将已分型的大鼠分为 1, 4, 8, 12, 15周

组 , 每组均有 A、 B两类。 A、 B两类大鼠又随

机分为暴露组 ( 6只 )、对照组 ( 6只 , 1及 4周

共用一个 4周对照组 )。

在本底噪声强度低于 30dB ( A)的隔声室

内 , 将大鼠暴露于 ( 105± 1) dB ( A) 中高频

连续稳态噪声下 , 每天 4h , 每周 6d。 室温为

( 22± 1)℃。 对照组置于噪声强度低于 30dB

( A) 的另一室内。

测定大鼠血压、 心率的时间 , 均在每一暴

露时期停后一天进行。每只大鼠连测 2次 , 要

求两次读数之差≤ 0. 533kPa (≤ 4mmHg ) (如

超过则需加测 ) , 取其算术平均值。

血浆去甲肾上腺素活性用高效液相色谱

仪电化学检测法 (W aters 460型电化学检测

器 ) 检测 ; 脑各部位去甲肾上腺素活性用荧光

分光光度法测定。

2　结果

2. 1　短期噪声暴露后动物分型结果

A类大鼠噪声暴露 3～ 15min后 , 血压上

升 (≥ 1. 33k Pa)、 心率下降 (≥ 20次 /分 ) ; B

类大鼠暴露噪声后 3～ 15min血压下降 (>

0. 53k Pa) , 30min时回升 ,心率无变化或升高。

A类反应大鼠平均阳性率 31% , 平均重现率

80. 7% ; B类大鼠平均阳性率 28% , 平均重现

率 79. 8%。

2. 2　噪声暴露下不同反应大鼠血压的变化

结果见表 1。

表 1　噪声暴露下不同反应大鼠血压的变化 ( x± s) kPa

暴露时间

(周 )

A类

暴露组 对照组

B类

暴露组 对照组

0 14. 50± 1. 04 (n= 24) 14. 39± 1. 18 (n= 18) 14. 38± 1. 66 (n= 24) 14. 67± 1. 19 (n= 18)

1 15. 48± 1. 39 (n= 18) 14. 60± 1. 35 (n= 18) 15. 33± 1. 37 (n= 24) 15. 22± 1. 41 (n= 18)

4 15. 52± 1. 29 (n= 18) 15. 28± 1. 24 (n= 18) 14. 89± 1. 65 (n= 18) 15. 36± 1. 38 (n= 18)

8 16. 47± 1. 09△△ (n= 12) 15. 85± 0. 83 (n= 12) 14. 85± 1. 17 (n= 12) 15. 60± 0. 81 (n= 12)

12 16. 90± 0. 45* △ (n= 6) 15. 90± 0. 96 (n= 6) 15. 55± 0. 61 (n= 6) 15. 41± 1. 38 (n= 6)

15 16. 4± 0. 61* △ (n= 6) 15. 20± 0. 89 (n= 6) 15. 29± 0. 97 (n= 6) 15. 31± 1. 07 (n= 6)

　　* 与 A类反应大鼠对照组比较 P < 0. 05,△与 B类反应大鼠暴露组比较 P < 0. 05,△△与 B类反应大鼠暴露组比较 P < 0. 01。

　　结果显示 , 噪声暴露前和暴露第 1, 4周 ,

各组大鼠血压无明显差异。暴露 8周后 , A类

反应大鼠暴露组血压明显高于 B类反应大鼠

暴露组 , 暴露 12, 15周后 , A类反应大鼠暴露

组血压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B类反应大鼠暴露

组。并且发现 A类反应大鼠血压变化率明显高

于 B类反应大鼠。在观察期间 , B类反应大鼠

血压无明显变化。

2. 3　噪声作用下大鼠去甲肾上腺素 ( N E)活

性变化

2. 3. 1　噪声暴露 1, 4周后 , A类、 B类反应

大鼠血浆 N E未见明显变化。暴露 8周后 , A类

反应大鼠暴露组血浆 N E含量 〔 ( 1. 201±

0. 332) ng /ml〕明显高于 B类反应大鼠暴露组

〔 ( 0. 823± 0. 180) ng /m l〕 (P < 0. 05)。

2. 3. 2　噪声暴露下脑中皮层、 下丘脑、 脑干

N E含量变化 ,噪声暴露 4周后 , A类反应大鼠

下丘脑 NE含量明显高于其相应对照组 ( P <

0. 05) , 8周后 A类反应大鼠下丘脑 NE含量分

别高于其对照组及 B类反应大鼠暴露组 ( P均

< 0. 01) ,见表 2。暴露的 A类反应大鼠皮层及

脑干 NE含量虽升高 , 但与其他组比较 ,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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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意义。

表 2　噪声暴露后大鼠下丘脑 N E含量变化 ( x± s) ng /g脑湿重

组别 (n= 6)
下丘脑 NE含量

1周 4周 8周

EA 1 357. 1± 489. 0 1 459. 4± 248. 9* 1 784. 4± 206. 9* * △△

CA 1 068. 5± 341. 6 1 068. 5± 341. 6 1 159. 0± 310. 4

EB 1 302. 7± 488. 9 1 298. 2± 498. 6 1 352. 9± 236. 3

CB 1 187. 5± 510. 9 1 187. 5± 510. 9 1 263. 1± 521. 9

　　注: EA为 A类暴露组 , CA为 A类对照组 ; EB为 B类暴露组 , CB为 B类对照组。

* 与 A类反应大鼠对照组比较 P < 0. 05, * * 与 A类反应大鼠对照组比较 P < 0. 01, △△与 B类反应大鼠暴露组比较 P <

0. 01。

3　讨论

用本方法选出的 A类大鼠暴露于噪声 8

周后血压升高 , 且下丘脑及血浆中 N E活性增

加 ,与血压改变一致。B类大鼠在实验期间血压

及 NE均无改变 , 此结果与高弘 [ 3]的敏感的 A

类大鼠暴露于噪声后血压改变 , N E也改变的

结果相似 , 说明本方法是可靠的。

本方法 A类大鼠平均阳性率为 31% ,平均

重现率达 80% , 说明该方法是有实用价值的。

原方法应用心电图观察 ST段及心率改

变 , 需向大鼠体内安放电极 , 且观察大鼠心电

图 ST段改变需有放大设备及计算机处理以解

决 ST段信号的叠加问题 , 因此原方法所需设

备多、 操作复杂 , 难以掌握。本方法只用血压

及心率 2个指标 , 不但用于实验动物简便易

行 , 更适于现场筛选敏感工人。

本方法典型的不敏感的 B类大鼠仅 28% ,

非 A非 B类大鼠占 41% ,这些非 A、非 B类大

鼠是否亦为不敏感大鼠有待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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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文章不宜用的字和词Ⅰ
下列括号内的字和词为不宜用者

白细胞 (白血球 )

瓣膜 (办膜 )

扁桃体 (扁桃腺 )

并 ( 、 )

播散性血管内凝血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

采用 ( 用 )

红细胞 (赤血球 )

胆总管 (总胆管 )

蛋白 (旦白 )

分叶核粒细胞 (多核白细胞 )

发绀 (紫绀、 青紫 )

发热 (发烧 )

肺原性 (肺源性 )

水肿 (浮肿 )

副作用 (付作用 )

附睾 (副睾 )

骨胳 (骨骼 )

横膈 (横隔 )

呼吸机 (呼吸器 )

呼吸窘迫综合证 (呼吸困难综

合证 , 休克肺、 湿肺 )

实验室检查 (化验检查 )

碱类 (硷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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