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乙醛的细胞毒性作用。本研究根据细胞毒作用大小

作为致畸性的判定标准[ 7] , 乙醛的致畸性呈弱阳性 ,

故乙醛具有潜在的致畸性 。

由于细胞增殖分化的分子基础是亲代全套遗传基

因的选择性激活 、转录 、 翻译 , 在基因表达过程中 ,

这些环节可受内外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 当超过细

胞生理耐受阈值时即可导致其整体调控失常 , 结果出

现细胞异常分化并最终导致胚胎的组织器官发育异

常。本研究中在最低剂量即在不导致细胞大量减少 、

死亡的剂量下 , 乙醛即能抑制细胞分化 , 显示出乙醛

对肢芽细胞 具有较 强的抑制 作用 。最低剂 量

(0.1mmol/L)时 , 细胞分化及增殖抑制为对照组的

83%～ 87%, 显然表现出细胞毒性。因此 , 乙醛的潜

在致畸性很可能是乙醛干扰了细胞增殖期的 DNA 合

成 , 导致细胞的功能受到破坏 , 但其进一步的机制尚

有待于从分子水平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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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人尿 δ-ALA 正常参考值上限的探讨

何　彩

　　测定尿中δ-ALA 含量对诊断铅中毒有一定意义。为探讨

深圳市成人尿δ-ALA 正常参考值上限水平 , 我们测定了 169

名健康成人尿δ-ALA 含量 , 为确定本地区成人尿中 δ-ALA 正

常参考值提供参考了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169名健康成年人 , 其中有医生 、 护士 、 工人 , 年

龄19～ 48岁 , 无铅接触史 , 近期未服用任何药物。 其中男性

104 名 , 女性 65 名 , 进行尿中δ-ALA 测定。

1.2　测定方法

采取一次性晨尿 , 按全国统一方法——— 《生物材料中有

毒物质分析方法手册》 中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比色法测定。 结

果经统计学分析处理。

2　结果

169名健康成人尿δ-ALA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

从频数分布表中看 , 无论男女分组 , 还是合计 , 均呈偏

态分布。男女组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3　讨论

关于尿δ-ALA 含量正常值上限 , 我国过去一直采用 45.76

　　作者单位:518020　深圳市卫生防疫站

表 1　169名健康成人晨尿δ-ALA 含量测定结果　μmol/ L

性别 人数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上限值 (单侧)

95% 99%

男 104 2.90～ 47.20 11.96 1.266 2 32.79 49.78

女 65 3.04～ 45.29 12.06 0.251 2 31.24 46.32

合计 169 2.90～ 47.20 12.02 0.259 8 32.14 47.86

μmol/L作为上限。但近年来国内许多地区都有测定报道 , 结

果都低于 45.76μmol/ L。因此 , 国家在新修订的职业性慢性铅

中毒诊断标准中 , 将尿中 δ-ALA 参考值上限修订为 30.50

μmol/L。据国内有关资料报道 , 由于地区条件 、 对象选择 、

采样方法 、 测定方法及统计方法等不同 , 测定结果也各有差

异。

本次测定结果表明 , 尿中δ-ALA 范围为 2.9 ～ 47.20 μmol/

L , 均值为 12.02 μmol/ L, 95%上限为 32.14μmol/L , 99%上限

为47.86μmol/ L , 与国家新修订参考值上限 30.50 μmol/ L 相

近 , 故建议可用 30.50 μmol/L 作为深圳市健康成人尿 δ-ALA

参考值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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