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染毒后大鼠血 、 脑 、 肾 、 肝中的 PB-SH 含量 (x±s)

组别 血 (nmol/ gHb)　　　　 脑 (nmol/g)　　　　　　 肾 (nmol/ g)　　　　　　 肝 (nmol/g)　　　　　　

对照组 137.2±57.6 2 127.7±136.2 2 931.4±782.2 4 100.7±431.5

低剂量组 145.0±31.3 2 059.1±361.9 2 250.1±713.0 4 088.6±206.6

中剂量组 146.0±29.0 2 026.6±177.1 2 783.7±720.5＊＊ 3 447.6±436.8＊＊

高剂量组 161.9±84.3 2 069.8±198.2 1 475.3±719.9＊＊ 3 720.8±299.0＊＊

　　从表3 看出 , 肾和肝脏 , 中 、 高剂量组 PB-SH 含量非常显

著低于对照组 , 其他各组中 PB-SH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

显著性。

3　讨论

巯基是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活性基团 , 通常分为两类 ,

一类是非蛋白巯基 (NP-SH), 90%以上存在于谷胱甘肽

(GSH)中 , 是由细胞合成的抗氧化剂 、 解毒剂。另一类为蛋

白巯基 (PB-SH), 是多种酶的活性中心。 乙二醛染毒进入机

体内 , 由于血脑屏障的保护作用 , 不易直接进入脑内。但乙

二醛分子量较小 , 具有脂溶性和水溶性 , 易与氨基酸结合 ,

可与转运蛋白结合经脑脊液进入脑中 , 消耗脑组织中的 GSH ,

降低其中NP-SH含量。 肝 、 肾组织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 乙

二醛能直接与蛋白质的氨基酸结合 , 从而使 PB-SH 的含量下

降。乙二醛可诱发机体产生自由基 , 使细胞膜发生脂质过氧

化 , 导致膜中蛋白质的聚集和交联 , 致使肝 、 肾中 PB-SH 的

含量降低。肝脏是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 , 含有丰富的 GSH。

乙二醛急性染毒机体经血入肝 , 在进行转化 、 代谢 、 解毒过

程中消耗了大量的GSH[ 4 , 5] , 反馈引起肝细胞内合成 GSH 的反

应性增升 , 以拮抗乙二醛的毒作用 , 而导致肝内以 GSH 为主

的NP-SH含量的波动 , 染毒 6 小时后测肝内 NP-SH 明显上升 ,

这可能是机体的应激反应。

研究表明 , 乙二醛可引起脑 、 肾和肝脏中巯基的含量发

生变化 , 且呈剂量-反应关系 , 这与它对机体的毒作用有关。

本文为探讨乙二醛在机体内的代谢转化机理及研制车间空气

中卫生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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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222名接触有机磷农药的作业女工和 132 名非接

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女工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 结果:接触

组头痛头晕 、 睡眠障碍 、 记忆力减退 、 心悸 、 视力模糊 、 月

经异常 、 自然流产 、 不孕及 ChE 活性<70%和 Hb 降低者与对

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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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探讨有机磷农药对作业女工的影响 , 我们对青岛

某农药厂作业女工进行了健康检查 , 结果报告如下。

　　收稿日期:1999-11-08;修回日期:2000-03-20

作者简介:李桂荣 (1965—), 女 , 山东平度人 , 医师 , 从事健康

监护工作。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本厂工龄 1 年以上的 222 名接触有机磷农药 (甲基异

硫磷 、 胺硫磷)的女工为接触组 , 其平均年龄 31.4 (19 ～ 50)

岁 , 平均工龄 6.2 (1.5 ～ 21.3)年;另选本市不接触职业性有

害因素的女性卫生防疫人员 132名为对照组 , 其平均年龄 32.3

(21 ～ 52)岁 , 平均工龄 6.3 (1.50 ～ 23.0)年。两组在年龄分

布 、 工龄构成等方面 , 无明显差异。

1.2　方法

按照事先拟定的调查表 , 由专业人员对受检女工逐一询

问检查 , 检查内容主要以神经系统 、 视机能 、 生殖系统 、 消

化系统等为重点。其中月经异常诊断是在排除上节育环 、 哺

育期 、 人工流产及 3 个月内有生殖系统疾病的前提下及对绝

经妇女采用回忆填表的方式进行的;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 、

肝功能 、 全血 ChE 活性。血常规采用 SYSMEX公司生产的 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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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型自动分析仪进行测定 , 全血 ChE 活性采用盐酸羟胺-三氯

化铁比色法。 ChE 活性的判断 , 参照 GB7794—87 , 月经异常

与不孕的判断依照郑怀美等主编的 《妇产科学》。

2　结果

2.1　两组主要症状与体征的比较

由表 1 可见 , 接触组中头痛 、 头晕 、 睡眠障碍 、 记忆力减

退 、 心悸 、 恶心 、 腹痛 、 齿龈出血 、 视力模糊 、 咳喘 , 口咽

部 、 鼻粘膜充血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症状与体征比较

症状体征
接触组(n=222)

例数 百分率(%)

对照组(n=132)

例数 百分率(%)
　χ2 值 P值 症状体征

接触组(n=222)

例数 百分率(%)

对照组(n=132)

例数 百分率(%)
　χ2 值 P 值

头痛头晕 87 39.19 27 20.45 13.31 <0.01

睡眠障碍 49 22.07 14 10.61 7.44 <0.01

记忆力减退 29 13.06 6 4.54 6.75 <0.01

乏力 20 9.01 6 4.54 2.42 >0.05

烦躁 20 9.01 10 7.58 0.22 >0.05

心悸 24 10.81 3 2.27 8.70 <0.01

胸闷气短 30 13.51 10 7.58 2.91 >0.05

恶心 32 14.41 5 3.79 4.91 <0.05

腹痛 23 10.36 2 1.52 8.04 <0.01

齿龈出血 ,鼻衄 18 8.11 3 2.27 8.09 <0.01

脱发 10 4.50 3 2.27 1.16 >0.05

视力模糊 36 16.22 8 6.06 7.84 <0.01

多汗 17 7.66 5 3.79 2.13 >0.05

咳喘 15 6.76 2 1.52 4.97 <0.05

咽充血 64 28.83 21 15.91 7.57 <0.01

鼻粘膜充血 37 16.67 6 4.54 11.39 <0.01

2.2　两组月经异常情况比较

月经周期异常以周期延迟为主 , 占月经周期异常的

73.53%;经期异常以经期延长为主;经量改变以量多 、 色暗

或血块多为主。见表 2。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月经异常情况比较

月经周期异常 经期异常 经量异常 痛　　经

例数 百分率 (%) 例数 百分率 (%) 例数 百分率 (%) 例数 百分率 (%)

接触组 (n=222) 92 41.4 22 9.9 26 11.7 80 36.0

对照组 (n=132) 5 3.79 8 6.1 6 4.5 19 14.4

χ2 值 58.99 1.58 5.01 19.25

P值 <0.005 >0.05 <0.05 <0.005

2.3　两组生育情况比较

育龄妇女为 24 岁以上已婚者 , 接触组 145 例 , 有自然流

产者5 例 , 其中 1 例自流 2胎;不孕者 9 例。对照组育龄妇女

110 例 , 除 1 例不孕外 , 无自然流产者。两组比较 , 自然流产

(χ2=3.86 , P<0.05)和不孕 (χ2=4.66 , P <0.05)差异均

有显著性。

2.4　实验室检查

222名接触工人 , ChE 活性低于70%者 76例 , 占 34.23%,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血常规检测 , Hb<110g/ L 71 例 ,

占31.98%, 其中轻度贫血63 例占贫血者 88.73%, 中度贫血 8

例占贫血者的 11.27%;WBC 和血小板的检测结果均在正常范

围内。见表 3。

表 3　两组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Hb (g/ L)

～ 110 ～ 100 ～ 90

ChE活性

<70%

接触组 53 10 8 76

对照组 14 5 0 0

χ2 值 9.49 0.11 4.87 57.54

P 值 <0.01 >0.05 <0.05 <0.001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接触组与对照组可能在文化程度和劳动强度

上存在差异 , 但对调查症状的叙述不会有影响。从调查结果

看 , 有机磷农药对作业女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长期接触低

浓度有机磷农药 , 可引起神经衰弱症候群和植物神经功能紊

乱 , 而且血液 ChE 活性抑制也较明显 , 这与张基美等报道[1]

基本一致。有机磷可致视网膜上皮细胞层病理改变[2] , 本次

调查接触组视力模糊发生率为 22.07%, 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1), 说明有机磷对视功能有影响。

农药对生殖系统亦有影响 , 动物试验表明 , 多种农药有

致畸作用 , 可引起习惯性流产 、 死胎 、 不育 、 染色体异常

等[1 ～ 3] 。曾有报道接触农药的女工 , 自然流产与不孕症增

加[1] 。本次调查表明 , 接触组月经异常发生率为 45.04%, 多

表现为月经周期紊乱和痛经 , 其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不

孕率和自然流产率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提示有机磷对作业女

工生殖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据报道[4] 有机磷农药可引起少数人肝脏损害 , 本调查肝

功能未见异常 , 可能与调查例数较少有关;孙明琴等报道[ 5] ,

1605农药作业工人 , Hb 普遍降低 , 其中女工 Hb 低于 110g/ L

占 67.8%, 而本调查结果 , Hb 低于 110g/ L占 31.98%, 也显

著高于对照组。本次调查的结果主要是由有机磷农药引起的 ,

还是与原料及中间体中的其他有害物质联合作用引起的 , 有

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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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噪声对新工人听力影响的 3年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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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观察到新入厂纺织女工第 1 年高频听力损伤患病

率较高 , 第 2 年下降 , 第 3 年上升 (恢复至第 1 年水平)。讨

论了造成这样现象各种可能的原因 , 并提出早期噪声暴露阶

段的听阈测定值作为基线数据在噪声防治工作中的意义值得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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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噪声与听力损伤关系多采用现况调查方法 , 将

新老工人混在一起观察和分析 , 无法从新工人入厂开始了解

其接触噪声后听力改变的动态变化规律。本文采用队列研究

设计 , 通过对多个断面的动态观察 , 了解新工人入厂后3 年中

听力的变化 , 为噪声防治提供新的基础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选择 129名刚入纺织厂的女工和 49 名新入学的女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 , 排除爆震接触史 , 个人中 、 外

耳疾病史 , 传导性耳聋和神经性耳聋病史 , 耳毒性药物致聋

病史。用丹麦产 AS-79 纯音听力计 (经中国计量科学院校正 ,

用 ISO 推荐的零级标准)在本底噪声低于 35dB (A)的活动式

隔声车内做气导纯音听阈测定。在工人入厂后的第 1、 2、 3 年

分别做 1次听力测定 (第 1 年体检在接触噪声半年左右进行),

对照组同期测定听阈。所有人员在脱离噪声环境 16 小时后测

定左右耳 125Hz～ 8kHz 气导纯音听阈。 其中左耳或右耳 3kHz 、

4kHz、 6kHz中任一频段的听阈大于等于 30dB 者为高频听力损

伤;250Hz 、 500Hz、 1kHz 的平均听阈大于 25dB 、 小于 40dB 者

为轻度耳聋。生产环境噪声采用 B&K2730 声级计在工人工作

位耳高度测量。计算各组人数和听力损伤的患病率 , 用 Epi

Info 软件做卡方和趋势卡方检验。

2　结果

所有女工在 3 年观察期间均未使用耳塞 、 耳罩等个体防

护用品。该纺织厂不同车间噪声水平的覆盖范围为 77～ 103dB

　　收稿日期:1999-11-04;修回日期:2000-02-01

作者简介:王建新 (1955—)女 , 山东济南人 , 副主任医师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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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测量结果将工人分为 5 个噪声暴露组 , 表 1 中的声

压级为各组暴露水平的中心声压级。 3 年动态观察发现部分工

人存在高频听力损伤 , 第 2 年起 85dB (A)组出现 1 例轻度耳

聋 , 可能为易感个体。

表 1　噪声暴露水平与女工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的 3年动

态比较

噪声级

dB (A)
例数

第 1年

高频听损 %

第 2年

高频听损 %

第 3年

高频听损 %

100 29 18 62.1 9 31.0＊ 18 62.1

95 45 23 51.1 7 15.6＊＊ 9 20.0＊＊

90 20 7 35.0 1 5.0＊ 6 30.0

85 28 4 14.3 1 3.6 4 14.3

80 7 4 57.1 1 14.3 2 28.6

对照组 47 2 4.3 2 4.3 4 8.5

χ2趋势=33.831

P<0.01

χ2趋势=10.229

P<0.01

χ2趋势 =17.704

P<0.01

　　与同组第 1年相比 , ＊P<0.05, ＊＊P<0.01。

表 1 显示 , 在 3年动态观察过程中 , 每年女工的噪声暴露

水平与听力损伤患病率之间都存在剂量-反应关系趋势 , 其中

80dB (A)组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偏高 , 可能与该组例数较

少及随机抽样误差有关。用每年的断面资料做趋势卡方检验 ,

噪声暴露与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的 P 值均小于 0.01 , 提示

80dB (A)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的异常变化并未对剂量-反应

关系规律造成明显的干扰。

表 1 还比较了第 2、 第 3 年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与第 1

年的异同。从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水平看 , 第 3年的数值与第

1年相近 , 而第 2 年的数值低于第 1 年和第 3 年 , 经检验第 2

年 90～ 100dB (A)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明显低于第 1 年 ,

第 3 年 95dB (A)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明显低于第 1 年。

3　讨论

本文观察的结果验证了噪声暴露与听力损伤之间存在剂

量-反应关系。在我们的观察人群中发现第 2 年起 85dB (A)

组出现 1例轻度耳聋 , 符合易感个体的特征。在卫生部颁布的

《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中规定接触 85dB (A)以上的

工人应定期接受听力检查 , 其目的之一是尽早发现噪声易感

个体 , 本文发现的这例易感个体证实这一规定是合理的。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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