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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探讨铅中毒对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 我们对某蓄电

池厂铅作业工人的血清免疫球蛋白 (IgA , IgG , IgM)、 血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以及服用有机硒制品作驱铅治疗后各项目的

变化 , 进行了测定和分析 ,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接铅组为某蓄电池厂 40 名铅作业工人 (男 20 人 , 女 20

人), 年龄 20～ 60 岁 , 平均 43.5 岁。对照组选择本地区 30 名

无铅接触史的饮服人员 (男 15 人 , 女 15 人), 年龄 21 ～ 55

岁 , 平均 43.6岁。接铅组和对照组年龄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

显著意义。

1.2　方法

取受检者静脉血 5.0ml ,其中 2.5ml分离血清 , 采用 RA-50 半

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免疫球蛋白的测定;另外 2.5ml于加有 100

单位肝素钠的华氏管中, 混匀, 作血铅的测定。现场取指端血 , 用

血液荧光测定仪作锌原卟啉测定。血铅和尿铅的测定采用微分

电位溶出法。尿样为试验前的一次尿样 ,以密度校正。

2　结果

2.1　服药前两组血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及免疫球蛋白的测定

服药前接铅组与对照组人员血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及免

疫球蛋白中 IgG 项差异有显著意义 (P <0.01), 而 IgA、 IgM

两项差异无显著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　接铅组与对照组服药前免疫球蛋白 、 血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测定结果

　　项　目 对照组 接铅组 t 值 P值

IgA (g/ L)(x±s) 1.39±0.41 1.33±0.13 0.897 4 >0.05

IgG (g/ L)(x±s) 10.70±4.21 6.13±2.03 7.309 7 <0.01

IgM (g/L)(x±s) 1.22±0.34 1.12±0.27 0.931 6 >0.05

血铅 (μmol/ L) 0.098 11.31 7.240 8 <0.01

尿铅 (μmol/ L) 0.063 1.41 7.332 6 <0.01

锌原卟啉 (μg/ gHb) 2.60 10.54 7.134 6 <0.01

2.2　接铅组服药前后血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及免疫球蛋白的

测定与比较

接铅组工人服用有机硒制品(富硒蚯蚓胶囊 , 每日 2 次 , 每

次 2 粒 , 15 天为一疗程), 服药前后结果对照显示血铅 、尿铅 、锌

原卟啉及免疫球蛋白 IgG 项 , 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意义(P <

0.01), IgA、IgM 两项差异无显著意义(P >0.05), 见表 2。

表 2　接铅组服药前后免疫球蛋白 、 血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测定结果

　　项　目 服药前 服药后 t 值 P值

IgA (g/ L)(x±s) 1.33±0.13 1.47±0.42 0.836 4 >0.05

IgG (g/ L)(x±s) 6.13±2.03 9.44±3.84 12.428 2　 <0.01

IgM (g/L)(x±s) 1.12±0.27 1.19±0.18 0.913 6 >0.05

血铅 (μmol/ L) 11.31 5.26 7.240 8 <0.01

尿铅 (μmol/ L) 1.41 0.68 7.332 6 <0.01

锌原卟啉 (μg/ gHb) 10.54 7.43 7.240 8 <0.01

2.3　接铅组服药前后与对照组免疫球蛋白 IgG 项比较

免疫球蛋白 IgG项 , 接铅组服药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非

常显著意义 , 接铅组服药后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 , 见表 3。

表 3　接铅组服药前后与对照组

免疫球蛋白 IgG项的比较 (x±s)　g/L

接铅组 对照组 t 值 P值

服药前 6.13±2.03 10.70±4.21 7.3097 <0.01

服药后 9.44±3.84 1.7261 >0.05

　　作者单位:266033　青岛市卫生防疫站

2.4　接铅组驱铅前后免疫球蛋白 IgG 与血铅 、 尿铅结果相关

分析

经过服用有机硒制品对接铅工人进行驱铅治疗 , 工人的神

经衰弱 、腹痛等临床症状明显减轻。对免疫球蛋白 IgG 与血铅、

尿铅驱铅前后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中度负相关 ,见表 4。

表 4　接铅组免疫球蛋白 IgG项与血铅 、 尿铅的相关分析 (r)

血铅 尿铅

服药前 -0.394 -0.385

服药后 -0.378 -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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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铅中毒对人体神经 、 造血 、 消化系统的损害及对人体肝 、

肾功能的影响已众所周知 , 但对免疫功能的影响还不甚明确。

本实验结果显示 , 当铅作业工人吸收铅较多而致中毒时 , 血

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的含量均明显高于正常水平 , 而免疫球

蛋白 IgG却低于正常 (8～ 16mg/ L)。当用有机硒制品对接铅工

人进行驱铅治疗后 , 血铅 、 尿铅 、 锌原卟啉的含量降低 , 而

免疫球蛋白 IgG的含量升高。说明铅中毒对人体免疫功能有一

定的影响 , 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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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钙对铅吸收影响的调查分析

贺宝芝　王淑青　王秋玲　宋秀华

　　为了探讨钙与铅在人体内的代谢 、 竞争和拮抗作用 , 进

一步了解人体内钙对铅吸收的影响 , 我们对青岛市某人造首

饰厂浇铸工种 60名接触铅作业的工人分别测定了尿铅 、 尿钙

和血中锌原卟啉 (ZPP)含量 , 旨在利用钙和铅在人体内竞争

结合位点的机制 , 探讨一种预防铅吸收的对策。现将调查 、

测定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选择青岛市某人造首饰厂浇铸工 , 工龄 2～ 3 年的健康

工人 60 名 , 测定尿铅 、 尿钙 、 血中 ZPP。以尿钙正常参考值

3.99mmol/L为界 , 分为两组 , 进行统计分析。

1.2　测定方法

1.2.1　用南京康德医药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尿钙检测

试剂盒 , 容量分析方法测定尿钙。 尿钙正常参考值为

3.99mmol/ L。

1.2.2　用微分电位溶出法测定尿铅 、 血铅〔1〕。

1.2.3　用 2001型 ZPP血液荧光测定仪测定血中ZPP〔2〕。

1.2.4　采取晨尿 , 尿样经密度校正。

1.3　数据分析

采用卫生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及 t 检验。

2　结果

根据尿钙测定结果将选择的 60 人分为正常组和低钙组 ,

两组工人尿铅含量和 ZPP含量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两组工人

尿铅比较 P<0.05 , ZPP含量比较 P<0.01)。尿铅与尿钙浓度

呈负相关 , 相关系数 r=-0.7738。 尿钙与 ZPP 含量亦呈负相

关 , 相关系数 r=-0.7926。见表 1。

表 1　两组接铅工人尿铅 、 尿钙和血中 ZPP测定结果比较 (x±s)

组别 人数
尿钙含量

(mmol/ L)

尿钙均值

(mmol/ L)

尿铅含量

(μmol/ L)

血中ZPP含量

(μmol/ L)

正常组 38 ≥3.99 4.40±0.38 0.24±0.05 0.69±0.08

低钙组 22 <3.99 3.57±0.31 0.36±0.07 1.08±0.06

t 值 4.123 8 2.521 6 3.662 5

P值 <0.01 <0.05 <0.01

3　讨论

3.1　关于人体内钙与铅的关系已有材料报道〔3〕 , 钙对人体吸

收微量元素的能力有很大影响 , 钙缺少时 , 骨胳中的钙易被

有害元素铅所取代 , 钙摄入量增高 , 可使铅贮存降低;反之

亦然。其作用机制主要是由于铅也附着于钙的结合部位 , 钙

和铅在同一吸收部位发生相互作用 , 如红细胞 , 钙离子超过

一定浓度 , 可从红细胞结合部位置换铅。 本次调查结果:接

铅工人尿钙正常组与低钙组尿铅含量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05), 尿铅与尿钙浓度呈负相关 , 相关系数 r=-0.7738 , 证

实了钙为铅吸收的竞争性抑制剂这一理论〔3〕。

3.2　作者同期对青岛市四方区在校小学生进行了尿钙普查 ,

　　作者单位:266033　青岛市卫生防疫站

低钙人数占被检总人数的 46.9%, 在尿钙普查的基础上 , 从

低钙组和尿钙正常组随机抽样 , 各选出 100 名血红蛋白

>100g/ L的健康儿童 , 分别测定血铅和血中锌原卟啉 , 测定结

果见表 2。小学生 3 项指标检测结果与接铅工人的检测结果一

致 , 证实了 3.1 理论是正确 、 可靠的。

表 2　低钙组与正常组儿童血铅 、

ZPP 测定结果比较 (x±s)

组别 人数
尿钙浓度

(mmol/ L)

血铅浓度

(μmol/ L)

ZPP 含量

(μmol/ L)

正常组 100 5.00±0.28 0.43±0.13 0.40±0.07
低钙组 100 2.70±0.25 0.56±0.13 0.53±0.17

t 值 8.65 4.23 3.02

P 值 <0.0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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