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双下颌骨侧位片与颌骨曲面断层片比较

项目 双下颌骨侧位片 颌骨曲面断层片

视野 仅能观察到 3～ 8个牙齿 ,

且局限于下颌骨

能全面观察全口牙齿 、 上

下颌骨 、 上颌窦等

效果 牙齿重叠严重 全口牙列平行排列

诊断价值 不易区分龋齿等造成的局

限性牙槽骨吸收

有效区分由于龋齿等造成

的局限一个或几个牙齿周

围牙槽骨吸收 , 有利于鉴

别诊断

效益 麻烦费时 , 每人需摆两次

位置 , 曝光两次 , 一张 12

×15胶片仅能拍 2.5人

简单省时 , 节省胶片 , 12

×15胶片可拍 3～ 4人

优缺点 设备较普及 , 方法较成熟 颏部 、 门齿等部位由于放

大片清晰度不够 , 骨斑 、

颏孔不易测量

　　(陕西省人民医院口腔科谢五凤主任 、 宝鸡市地方病防治所高登

奎 、 贺志明参加了诊断;西安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承担了全颌骨曲面

断层片的拍摄;本站崔秀玲 、 陕西省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王琳玲参加了

部分工作 , 特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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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溴氯丙烷致男性不育的动态观察

付爱玲　蒋绪亮　杨爱华

　　二溴氯丙烷 (DBCP)系土壤熏蒸剂 , 对线虫病有良好的

防治效果 , 但可致男性不育。本文通过对某农药厂接触 DBCP

作业工人的动态观察 , 对累计接触 DBCP 的水平及停止接触后

男性生殖功能的预后进行了探讨。

1　方法

1.1　车间空气中 DBCP浓度的测定

分别于合成罐上 、 下方工人操作处及放料口的同一位置

连续采样 3天。 采用多孔玻板吸收管装入 5ml 无水乙醇 , 以

0.5L/ s的流量 , 采集 10 分钟;用上海分析仪器厂生产的

SP-2305型气相色谱分析。

1.2　现场调查各工种的工作时间

以核实工人每班接触 DBCP 的时间 , 计算工人的累计接触

浓度。

1.3　体检

对 13名 DBCP作业工人详细询问接触史 , 进行体检排除

其他疾病后 , 现场采集精液 , 固定专人检查。 在工人脱离

DBCP作业 1、 3、 8 年后 , 分别进行精液检查 , 共计 4 次。 主

要检查精子总数 、 精子形态及活动能力。精子检查方法依据

《临床医学检验》 (福州部队总医院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 1977.221～ 222)。

作者单位:255026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付爱玲 、 蒋绪亮), 周村

农药厂 (杨爱华)

精子总数计数用重碳酸钠破坏精液的粘稠度 , 甲醛固定

精子 , 然后稀释计数。精子形态用瑞氏染色 , 显微镜检查。

精子活动能力观察其标准为 (1)良好:精子呈直线运动;

(2)尚可:能活动 , 但不活泼 , 活动方向不定 , 不成直线;

(3)不良:精子原地打转 , 活动迟钝;(4)无活动能力:精

子不活动 , 加温后仍不活动。

2　结果

2.1　劳动卫生学调查

DBCP生产工艺简单 , 设备简陋 , 车间低矮 , 自然通风

差 , 无机械通风排毒设施。生产为间断性 , 在 4 年 6 个月的

生产中 , 每年连续生产时间最长为 5 个月 , 每次生产间隔 7

个月 , 累计生产共 15.75 个月。

2.2　车间空气中 DBCP的测定浓度

连续 3天共采集 8 个样品 , 最低浓度为 0.44mg/m
3
, 最高

浓度为 2.90mg/m3 , 平均值为1.56mg/m3 (目前国家尚无 DBCP

最高容许浓度)。

2.3　工人累计接触 DBCP的水平

根据作业工人接触年数 、 每年的天数及每天的小时数 ,

算得作业者接触 DBCP的小时数 , 以此值与作业点 DBCP的浓

度之积 , 作为每位作业者累计接触水平。将 13 名作业工人的

精子总数 、 精子活动率及精子活动能力与工人接触 DBCP 的累

计接触水平作等级相关分析 , 呈明显的负相关。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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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累计接触 DBCP水平与精子改变的关系

病例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rS P

累计接触水平 (mg·h) 74.88 336.69 351.00 365.04 374.40 468.00 546.00 567.84 1 170.00 1 365.00 2 340.00 3 071.25 3 685.0

精子总数 (亿个/ml) 1.4 1.3 1.12 0.712 0.542 0.08 0 0 0 0 0.82 0 0 -0.6799 <0.01

精子活动率 (%) 90 80 80 80 70 50 0 0 0 0 80 0 0 -0.6332 <0.06

精子活动能力 良好 良好 良好 尚可 不良 不良 尚可 -0.6607 <0.01

2.4　体格检查

检查 DBCP作业工人 13 名 , 精子总数降低者 8 人 , 其中

查不到精子的6 人 , 精子减少的 1人 , 精子缺乏者 1 人。精子

减少和精子缺乏者的精子形态未见明显的异常。脱离 DBCP作

业 , 一年后接触者精子总数 , 似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 精子活

动情况也未见明显好转。脱离接触第三年时 , 精子总数虽已

终止减少 , 精子的活动率及活动能力未见明显恢复。 脱离接

触第八年时 , 精子总数及活动情况都有了明显的恢复。详见

表 2。

表 2　生产 DBCP工人脱离作业后精子恢复情况

病例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精子总数 作业时 1.4 1.3 1.12 0.712 0.542 0.08 0 0 0 0 0.82 0 0

(亿个/ml) 脱离 1年 0.10 0.13 0.06 0.01 0 0.06 0 0

脱离 3年 0.2 0.24 0.7 0.5 0.7 0.3 0.8 0.15 0

脱离 8年 1.05 0.71 0.3 0.815

精子活动 作业时 90 80 80 80 70 50 0 0 0 0 80 0 0

率 (%) 脱离 1年 80 85 75 0 50 90 0 0

脱离 3年 50 70 50 90 75 50 80 50 0

脱离 8年 98 95 97 97

精子活动 作业时 良好 良好 尚可 尚可 不良 不良 0 0 0 0 尚可 0 0

能　　力 脱离 1年 良好 良好 良好 0 尚可 0 良好 0 0

脱离 3年 正常 正常 不良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正常 0

脱离 8年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3　讨论

3.1　DBCP 属中等毒性 , 可经呼吸道 、 消化道侵入人体。

DBCP对人体危害的主要靶器官是睾丸 , 国内资料表明[ 1] ,

DBCP可引起初级和次级精母细胞减少甚至坏死 , 曲细精管萎

缩 , 生精现象不活跃;精子数目的减少与染毒剂量密切相关。

日本报道 , 0.3 ～ 10ppm 染毒 14 天就能出现睾丸 、 副睾 、 精囊

的明显萎缩;0.3ppm 可致副睾中精子数目减少。可能是精子

中半胱氨酸的SH 基被烃基化后阻止了双硫键的形成 , 妨碍了

精子细胞核中染色体的正常缩合之故。

3.2　本文显示 , 工人累计接触 DBCP水平与精子总数 、 精子

活动率及活动能力呈明显的负相关 , 如表 1 中的 4、 5 号 , 其

累计接触 DBCP水平分别为 365.04mg·h 、 374.40mg·h , 精子数

即开始减少 , 精子活动率分别为 80%、 70%;6 号累计接触水

平为468.0mg·h , 精子总数减少到 0.08 亿个/ml , 精子活动率

下降到 50%, 且活动能力不良;当累计接触 DBCP 水平达

546.0mg·h 及以上时 , 基本上查不到精子。

从表 1中 1、 2 、 3 号累计接触 DBCP 水平都在 351.0mg·h

以下 , 精子总数 、 活动率及活动能力都较正常 , 提示累计接触

DBCP超过 351.0mg·h时 , 是不安全水平 , 在 500mg·h 以上时 ,

当可能有明显危害。

3.3　DBCP有明显的蓄积作用。该厂生产 DBCP 4.5年的时间

中均为间断性生产 (实际生产时间为 15.75 个月), 但工人精

子总数减少及活动能力的改变仍很严重。工人脱离接触第一年

时 , 工人精子总数似有继续减少趋势;到第三年时 , 似有恢复

的迹象 , 但不明显;到第八年时 , 才见有较明显的恢复。由表

2中看出 , 累计接触 DBCP水平高者 , 其精子总数的恢复更难 ,

可能与睾丸组织蓄积量有关 , 如日本的实验报告表明[ 1] , 3ppm

以下的浓度所引起的损害在停止染毒 1～ 2 个月后 , 可逐渐恢

复 , 而 8～ 10ppm 在停止染毒后 4～ 8 个月也不能完全恢复 , 甚

至不可逆 , 因为在低于 3ppm 时 , 血液 、 肝脏和睾丸中的分布

浓度基本相同 , 当超过这一浓度时 , 进入睾丸组织的量便迅速

增高。国内资料表明[ 1] , DBCP所致的睾丸功能损害恢复过程

是相当缓慢的 , 精子缺乏的恢复需要 3～ 6 年。 本文调查的 13

名作业工人 , 接触 DBCP 水平最高者为3 685.0mg·h (13 号工

人), 脱离作业 3 年时还未查到精子 , 到第八年时精子总数及

活动能力才见恢复;7 号工人在脱离 3 年时查体 , 他已结婚 5

年 , 但其妻还未生育。直到脱离 8 年时查体发现 , 调查中的 7

号 、 13号工人的妻子前后生了孩子 , 且孩子发育情况正常 ,

提示 DBCP没有不可逆的睾丸功能损害。

鉴于上述情况 , 国家应限制生产和使用 DBCP , 并对生产

使用加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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