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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放射免疫测定法对煤矿工人进行血浆血管紧

张素Ⅱ (AⅡ)测定。结果显示 , 井下作业高血压矿工血浆 A

Ⅱ水平显著高于地面作业高血压矿工 (P <0.05), 且井下作

业矿工平均动脉血压与血浆 AⅡ水平显著相关 (r=0.558 , P

<0.01)。提示井下作业因素可能是引起井下高血压矿工血浆

AⅡ水平升高的原因。

关键词:煤矿工人;血管紧张素Ⅱ;高血压;井下作业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1)05-0288-02

防治高血压病 (HP)的研究发现 , 环境因素与高血压发

病有因果关系。动物实验证明 , 动物长期处于紧张环境中 ,

其血浆血管紧张素 Ⅱ (angiotensin Ⅱ , A Ⅱ)含量显著增加 ,

动脉血压持续升高
[ 1]
, 而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 , RAS)在高血压发病中起着极重要的作

用[ 2] 。有关煤矿井下作业对矿工血浆 AⅡ水平的影响以及 RAS

系统在井下矿工高血压发病中的作用 , 未见报道。 本文对此

进行了研究 , 以指导今后对煤矿工人进行高血压病的防治。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淮南煤矿对1 015名地面与井下作业(-250～ -450 m)的

煤矿工人逐一进行高血压病的问卷调查和血压 、脉搏 、身高 、体

质量等测量 。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 、工种 、累计工龄 、生活

习惯 、饮食 、既往史 、家族史等近 30 个项目变量。根据 1978 年

WHO拟订的高血压诊断标准 , 随机选择 HP矿工 29 人(井下作

业 14 人), NHP(非高血压)矿工 30 人(井下作业 12 人), 共 59

人 , 均男性 ,平均年龄为(37.2±11.0)岁。另在矿工医院选择有

症状的 HP患者(矿工)15 例作为对照。

1.2　AⅡ测定

使用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的 A Ⅱ放射免疫测定

盒 , 按要求采集血液标本。应用 FJ-2008P型γ放射免疫计数

器 (国营西安二六二厂), 由 Pc/XT 计算机控制 , 自动分析和

检测血浆 AⅡ水平。

1.3　体质量指数 (BMI)计算

根据测量得到的身高 、 体质量数据 , 由公式 BMI=体质量

(kg)/身高 (m)2 计算体质量指数[ 3] , BMI≥25 为超体质量 ,

BMI<25 为正常体质量。

1.4　资料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 (x ±s)表示 , 各组间 A

Ⅱ水平的差异采用两样本均数的 t 检验。

2　结果

2.1　不同作业环境对HP与 NHP矿工血浆 AⅡ水平的影响

表 1 数据显示 , 井下作业 HP与 NHP矿工血浆 AⅡ水平均

高于地面作业 HP 与 NHP 矿工 , 仅 HP 组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且井下 HP矿工血浆 AⅡ水平显著高于 NHP矿工 (P <

0.05), 但显著低于临床有症状的 HP 患者 (P <0.01)。井下

与地面作业矿工平均动脉血压与血浆 AⅡ水平呈正相关 , 以井

下作业矿工有统计学意义 (r=0.558 , P<0.01)。

表 1　地面 、 井下作业矿工与临床 HP患者血浆 AⅡ水平的比较 ng/ L

组别
地面作业

例数 AⅡ含量

井下作业

例数 AⅡ含量

临床HP 患者

例数 A Ⅱ含量

NHP 18 51.3±18.5 12 63.9±35.2

HP 15 63.8±38.4 14 112.8±61.4＊# 15 575.8±282.6■

NHP+HP 33 57.0±29.4 26 90.2±55.9＊＊

　　与地面作业比较:＊P<0.05, ＊＊P<0.01;与NHP 比较:#P<0.05;与地面 、井下作业比较:ΔP<0.01。

2.2　井下作业工种 、 工龄与矿工血浆 AⅡ水平的分析

井下不同作业工种HP矿工血浆 A Ⅱ水平存在着差异 , 以

安装维修组HP 矿工血浆AⅡ水平最高 , 其次是运输组 HP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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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掘进综采组 HP矿工 , 监测管理组 HP矿工最低。随着井

下作业工龄的增长 , 井下 HP 矿工血浆 A Ⅱ水平似有升高趋

势;井下作业工龄与井下矿工血浆 A Ⅱ水平呈正相关 (r=

0.346), 但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3　家族史 、 体质量 、 饮食 、 生活习惯与矿工血浆 A Ⅱ水平

的分析

表 2 数据表明 , 井下作业的高盐饮食 (食盐 6 g/天以上)

组矿工血浆 AⅡ水平明显高于正常饮食(食盐 6 g/天以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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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族史 、 体质量 、 饮食 、 嗜烟 、 嗜酒

与矿工血浆 AⅡ水平的分析 ng/L

组别　　
地面作业

例数 AⅡ含量

井下作业

例数 A Ⅱ含量

有家族史组 8 62.2±42.5 2 60.7±20.1

无家族史组 25 55.3±24.8 24 92.6±57.4

超体质量组 12 55.1±33.4 8 111.9±45.7

正常体质量组 21 58.0±27.7 18 80.6±58.4

高盐饮食组 7 73.2±41.7 9 125.2±72.5＊

正常饮食组 26 52.6±24.4 17 71.7±34.6

嗜烟组 16 45.2±18.5 13 89.0±42.8

非嗜烟组 17 68.0±33.8 13 92.9±68.9

嗜酒组 12 59.6±29.8 9 82.2±41.4

非嗜酒组 21 55.5±29.8 17 96.0±63.2

　　与正常饮食组比较:＊P<0.05。

并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0.05)。其余项目两组间差异无

显著性 (P>0.05)。

3　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由环境因素与体液因素相互作用引

起的多基因疾病[ 4] , 受遗传 、 环境 、 精神 、 饮食 、 生活习惯 、

年龄 、 性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实验结果提示井下作业因

素可能是引起井下HP矿工血浆 AⅡ水平升高的原因。进一步

分析发现 , 井下作业工龄与矿工血浆 A Ⅱ水平无显著性相关 ,

但井下作业工种似对血浆 AⅡ水平有一定影响 , 以安装维修组

HP矿工血浆 AⅡ水平最高 , 进一步提示井下不同的作业环境

和作业内容可能是引起井下 HP 矿工血浆 AⅡ水平升高的原

因。有文献报道 , 人体在特殊生理状态下如应激时 , 血浆中

除了皮质醇 、 ACTH 和儿茶酚胺含量增加以外 , AⅡ含量也急

剧增高 , AⅡ在应激反应中的作用备受关注 , 并被归入应激激

素之列[ 5] 。提示井下特殊的作业环境和作业内容很可能是以

一种应激源的形式引起 HP矿工血浆 AⅡ水平明显升高的。

动物实验证明[ 6] , 高盐饮食与应激对血压有协同作用 ,

高盐+应激组大鼠血压升高最显著 , 血浆 A Ⅱ水平升高明显。

本次调查结果则表明 , 井下作业的高盐饮食组矿工血浆 AⅡ水

平显著高于正常饮食组。

血浆 AⅡ是循环 RAS 系统的重要成分 , 在高血压发病中

主要是通过对血管直接的强有力的收缩作用 , 以及对交感神

经系统 、 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 7]的兴奋作用 , 使血压迅速

升高。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 , 井下矿工平均动脉血压与血浆 A

Ⅱ水平显著相关 , 煤矿医院有症状的 HP患者血浆 A Ⅱ水平升

高较井下 HP矿工更显著 , 都表明 HP发病的严重程度与血浆

AⅡ水平有一定关系 , 提示血浆 AⅡ水平可以作为监测井下矿

工 HP严重程度的一种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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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对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影响的探讨

Primary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pentaerythritol teranitrate(PETN)on immune function of red blood cells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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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 ,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将 96只 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3个试验组 , 用

25 mg/ kg、 8.3 mg/kg 和 2.5 mg/kg 太安染毒 3 个月 , 观察大鼠

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结果 25 mg/kg 和 8.3 mg/kg 剂量组大

鼠的 RBC.C3bRR、 RBC.ICR均明显升高 , 2.5 mg/kg 剂量组

未见红细胞免疫功能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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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化学名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Pentaerythritol teranitrate),

英文代号 PETN , 分子式 C5H8N4O12 , 相对分子质量 316.15 , 纯

品为白色晶体。太安是重要的高能炸药之一 , 自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 , 在军事和国民经济建设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太

安属硝酸酯类炸药 , 接触一定的剂量对人体有毒性作用 , 但

国内外对人体危害的资料及动物毒性资料报道甚少。 本实验

通过太安亚慢性毒性试验对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影响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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