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细胞器的降解及细胞更新。本实验各剂量组与对照

组比较两种酶均没有显著性变化 , 说明此染毒剂量对

该品系小鼠在本次实验期间内睾丸支持细胞没有产生

直接或间接的毒作用 。

睾丸中 LDH 存在于生精细胞内 , 参与能量代谢

并和生精上皮成熟有关。LDHx 是 LDH 同工酶之一 ,

是精子的一种特异酶 , 其活性与精子的成熟发育有

关 , 为精子的生存和活动提供能量 , 从而影响精子的

数量和活动力。本实验不同剂量组小鼠睾丸及血清中

LDH及 LDHx 活性与对照组比较虽有所下降 , 但差异

未见显著性 , 说明精子能量代谢未受到明显影响 。

王振全等[ 5]在研究丙烯腈吸入对雄性小鼠睾丸毒

作用时发现 , 不同浓度丙烯腈 (60 、 90 、 120mg/m3

2h/d)28 天及不同时间 (7 、 14 、 28 天 , 浓度为

120mg/m3)染毒后 , 不同浓度丙烯腈均使小鼠精子畸

形率增高 , 畸形精子以无定形为主;染毒时间仅 28

天即可使精子畸形率增高 。Ahmed等研究表明 , 丙烯

腈可与大鼠睾丸组织中的 DNA 发生共价结合 , 染毒

0.5h时其活性达最高点 , 此时DNA的合成明显降低 ,

染毒 24h时 , DNA合成受到严重的抑制。这些研究表

明 , 丙烯腈直接损害睾丸组织 , 并可作为多效的毒因

子使睾丸组织的 DNA发生烷化 , 通过干扰睾丸组织

DNA的合成和修复功能 , 进而影响雄性大鼠生殖功

能[ 6] 。同时吴维皑[ 7]等通过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

现 , 接触丙烯腈的男工 , 其妻子的妊娠结局中死胎 、

死产和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 通过分层

分析发现 , 其妻子自然流产发生率明显增加 。

　　由此可见 , 丙烯腈对雄性生殖功能具有一定影

响 , 钟先玖等[ 8]用 10 、 20 、 40mg/kg 给雄性大鼠连续

染毒 13周 , 发现40mg/kg 组睾丸组织中 LDH 、 LDHx、

ACP酶活性下降;本次实验所得结果可能与动物种属

差异 、染毒方式 、时间和染毒剂量等因素有关 , 因为

本研究所用动物为小鼠 , 且为皮下染毒 , 染毒时间仅

为5周 , 且染毒最高剂量不足 1/4 LD50。而钟先玖等

的染毒最高剂量为 1/2 LD50 (大鼠经口 LD50为 78mg/

kg), 所以 , 有必要增加染毒剂量 、 延长染毒时间 ,

在实验过程中增加动态观察次数 , 来研究丙烯腈对雄

性生殖毒性的敏感指标和敏感时间 , 或进一步选择其

他观察指标 , 来探寻丙烯腈雄性生殖毒性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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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一起球磨机检修发生急性

一氧化碳中毒事故调查
吉林市职业病防治院　曾庆昌 , 李光浩

　　2000年 4 月15 日 13时 , 某热电厂在进行球磨机罐内钢瓦

复位检修时 , 因球磨机内壁钢瓦上残留有煤粉 , 加之电焊作

业 , 而引起煤粉自燃不完全 , 致使罐内 CO 浓度增高。 于 14

时罐内工作的 6名工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 、 头痛 、 恶心 、

胸闷 、 四肢无力 、 步态不稳 、 手足麻木。有 3 人意识不清 ,

在本厂卫生所进行简单处置后于当日 16 点 30分 6 人均被送至

我院 , 经抢救治疗 2周后 5 人痊愈 , 1人好转出院。

于发生中毒后 21 小时在球磨机罐内工人操作点采用 CO

检气管测定空气中 CO浓度为 80mg/m3 。

讨论　CO 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一种窒息性有害气体 , 其

吸收与排出取决于空气中 CO 的浓度和血液中 HbCO 的饱和

度。同时 , 中毒与劳动强度有直接关系 , 在接触 CO的浓度和

时间相同时 , 活动者与静止者碳氧血红蛋白之比为 3∶1。此次

中毒 6 名患者均在球磨机罐内检修 , 作业的强度与环境是造

成中毒的一个原因。

根据事故发生后 21 小时监测结果 CO 的浓度为 80mg/m2

(明显超标)和工人中毒后的症状体症推断 , 当时发生急性中

毒现场 CO 浓度估计为 300mg/m3 左右。

此事故提示对进入 CO浓度较高的环境如在检修贮存 CO

设备时 , 应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并要求同时有 2人操作及有 1

人待岗 , 万一发生意外 , 能即时互救;同时要加强安全教育 ,

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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