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血清锌与辐射的关系

锌通过形成 RNA、 DNA 聚合酶等酶 , 调节核酸和蛋白质

的代谢合成 , 影响机体的生长发育 , 促进损伤组织的修复愈

合。DNA聚合酶对γ射线很敏感 , 在 HeLaS3 细胞中 , 1Gy 照

射即能使酶活性明显降低;细胞受γ射线照射后 , RNA 合成

受抑制 , 这由于γ射线照射 RNA 聚合酶 , 造成酶的失活[ 2] 。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 放射人员血清锌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

并随工龄增长锌含量呈递减趋势 , 工业探伤组血清锌含量明

显低于医用射线组及放射免疫组 , 说明辐射造成体内 DNA、

RNA聚合酶的活性降低 , 并且随着工龄的延长 , 积累吸收剂

量越多以及照射强度的增加 , 酶的失活程度越高 , 而锌是

DNA、 RNA 聚合酶的活性中心 , 酶的失活进而使得血清中的

锌含量降低。此外 , 锌还是金属硫蛋白 (MT)的组成成分 ,

而MT与辐射有密切关系[ 3] 。研究表明 MT 可以抗自由基 、 降

低 DNA 或染色体损伤 , 对辐射有防护作用。而锌浓度的降低

导致MT的合成降低 , 使 MT 的防护作用下降 , 进而辐射损伤

增加。所以如果放射人员增加锌的摄入量 , 补充机体内所必

需的锌 , 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辐射对机体造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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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型矽肺误诊 1例报道

太仓市卫生防疫站　 (215400) 　丁小平

　　某绘图薄膜厂发生数例矽肺患者 , 其中 1 例速发型矽肺

患者 , 多次被误诊 , 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

该厂是 1976年建厂的村办企业 , 使用石英砂 (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 90%以上)对涤纶薄膜喷膜打毛 , 产品被广泛应用

于测绘 、 印刷制板等行业。从晒砂 、 筛砂 、 打毛到整理 , 各

个环节均有粉尘污染。由于资金 、 技术等原因 , 一直未进行

改造 , 粉尘浓度居高不下。 我站 1982 ～ 1995 年的监测资料表

明 , 该厂各作业点粉尘浓度为 3.1 ～ 316.9mg/m3 , 平均

11.6mg/ m3。工人戴普通纱布口罩 , 有时甚至不戴。

2　病例介绍

患者女 , 44 岁 , 1992 年 11 月进入该厂 , 从事打毛工种 ,

此前无粉尘作业史 , 就业前体检无异常。 1993 年 4 月 30 日由

某基层医疗单位组织健康检查 , 听诊右肺呼吸音低 , 用力肺

活量 (FVC)2 000ml , 1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百分

比 (FEV1.0%)为 60%, 据后前位全胸片诊断为 “两上肺结

核” 。 1993 年 7月离厂回家。 1995 年 8 月组织脱离粉尘作业人

员体检 , 感胸闷 , 听诊两肺呼吸音低 , FVC 为 1 750 ml ,

FEV1.0%为 56%, 拍后前位全胸片并有关资料送市尘肺诊断组

诊断 , 胸片示 “两上肺斑点状致密阴影” , 诊断为 “两上肺结

核” 。此后胸闷 、 咳嗽 、 乏力加重 , 无痰 , 时有盗汗 , 消瘦。

辗转多家医疗单位求治 , 症状未见改善。 1997 年自该厂被诊

断出 8例矽肺患者 (Ⅲ期 1 例 , Ⅱ期 2例 , Ⅰ期 3 例 , Ⅰ期合

并结核 2例 , 其中 2 例已死亡)后 , 重新将该患者有关资料

送诊 , 诊断为 “ Ⅲ期矽肺” 。 2001 年 1 月 9 日 , 市尘肺诊断组

组织读片活动 , 根据患者病情发展 , 认为当时的诊断定 “ I+

Tb” 较合适。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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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发病与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二氧化硅类型 、

粉尘浓度 、 分散度 、 接尘时间 、 防护措施和接触者个体素质

等因素有关。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愈高 、 粉尘浓度愈高 ,

发病时间愈短 , 病情愈严重[ 1] 。

矽肺发病一般比较缓慢 , 多在接触粉尘 5 ～ 10 年后 , 有

的可达 20年后发病。少数病例 , 由于持续吸入高浓度 、 高游

离二氧化硅含量的粉尘 , 经 1～ 2 年即可发病 , 有的甚至只有

几个月 , 称为 “速发型矽肺” [ 1]又称 “快型矽肺” [ 2] 。

本文报道的这例患者 , 接尘时间仅 8 个月 , 且车间空气

中粉尘浓度严重超标 ,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高 , 符合

“速发型矽肺” 的诊断。另外 , 该患者的个体素质较差 、 不戴

防尘口罩也是造成短时间发病的重要原因。

尘肺 X线检查是确定尘肺和分期的主要检查方法 , 特别

强调可靠的职业史和技术质量合格的后前位胸片在 X 线诊断

中的重要性。同时要参考该单位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和患者

的动态观察资料 , 以使尘肺 X线诊断更有把握[ 3] 。

本病例数次被误诊 , 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三:基层单位

职业病知识及诊断经验缺乏;胸片质量欠佳且缺乏动态胸片

资料;该患者接尘时间相当短 , 而 “速发型矽肺” 的报道较

少 , 故倾向于诊断 “结核” 的观点占上风。

今后应普及职业病方面的有关知识;推广高千伏摄片技

术 , 提高胸片质量;粉尘作业人员要严格按要求进行就业前

体检和定期体检 , 拍技术质量合格的后前位胸片 , 对脱离粉

尘作业人员同样要进行体检;进行技术改造 , 劳动者戴合格

的防尘口罩可有效地防止粉尘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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