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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ccupational stress on immune function of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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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了职业紧张对石油工人免疫功能的影响。 结

果显示随职业紧张强度的增加 , T淋巴细胞%逐渐下降;IgG

和补体 C3 、 补体 C4 在不同紧张强度组间差异有显著性;T 淋

巴细胞%与工作能力呈正相关。研究结果认为职业紧张对免

疫功能有抑制作用。

关键词:职业紧张;免疫功能;石油工人

中图分类号:R135;R3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2)-0100-02

有研究表明 , 紧张可抑制免疫功能 , 心理状态的好坏可

影响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活力[1]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紧张

强度组工人免疫功能的监测 , 了解职业紧张对免疫功能的影

响 , 为保护和促进工人的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利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122 个石油作业工种在岗工作 1

年以上的工人1 230人作为紧张强度分组的研究对象。以该研

究对象为基础人群 , 根据系统随机法的原则抽取 181 人作为

免疫功能的观察组。另选择其年龄 、 性别 、 生活水平等因素

与观察组相近的非石油作业工人最近 1周内未患病者 110 人为

对照组。

1.2　研究方法

1.2.1　职业紧张强度评价 　根据职业紧张调查问卷

(Occupational Stress Questionaire , OSQ)中有关劳动环境 、 劳动

时间 、 劳动负荷 、 作业方式和工人对现职工作的心理感受及

疲劳程度等项目的得分计算职业紧张强度 , 按职业紧张强度

≥5 , 4 ～ , <4 分为高 、 中 、 低 3个组。

1.2.2　免疫功能测定　选择反映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

指标:白细胞 (WBC)计数和分类 、 T淋巴细胞百分率 、 血清

溶菌酶和免疫球蛋白 (IgG、 IgM、 IgA)及补体 C3 、 C4 。测定

方法:WBC 计数和分类 , 常规法;T 淋巴细胞计数 , 淋巴细

胞酸性α-醋酸奈酯酶测定法;血清中溶菌酶浓度 , 比浊法;

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及补体含量 , 免疫透射法。测试仪器:美

国Beckman-Coulter公司制造的 ARRAY-360 型免疫透射仪;试

剂由美国 Beckman-Coulter公司提供 , 批号:IgG T 709022 , 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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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0713 , IgM T 703114 , 补体 C3 T 711281 , 补体 C4 M 706 212。

1.3　统计方法

所有资料均用Foxbase数据库整理 , 使用SPSS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2　结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免疫功能各项指标分析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免疫功能各项指标比较 (x±s)

指标 观察组 (n =181) 对照组 (n=110)

白细胞 (×109/ L) 6.59±1.78 6.27±1.43

T淋巴细胞% 47.24±7.70＊＊ 57.49±6.23

溶菌酶 (μg/ml) 25.91±6.04 24.45±7.78

IgG (g/ L) 11.33±3.67＊ 13.52±10.09

IgA (g/ L) 2.39±1.27 2.39±2.17

IgM (g/L) 1.77±1.04 1.71±1.69

补体C3 (g/ L) 1.57±0.55＊＊ 1.16±1.00

补体C4 (g/ L) 0.32±0.11 0.31±0.10

　　＊P<0.05 , ＊＊P <0.01。

由表 1可见 , T淋巴细胞%、 IgG和补体 C3 观察组与对照

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P <0.01);其中 T淋巴

细胞%和 IgG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 补体 C3 观察组却高于

对照组。其余各项指标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果提示石油工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水平有下降趋

势。此外 , 免疫功能各项指标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

2.2　观察组不同工龄组间免疫功能各项指标分析

表 2　观察组不同工龄组间免疫功能各项指标比较 (x±s)

指标 <15年 (n =110) ≥15年 (n =71)

白细胞 (×109/ L) 6.33±1.73＊ 6.98±1.85

T淋巴细胞% 49.44±7.49＊＊ 43.97±6.85

溶菌酶 (μg/ml) 25.80±6.37 26.09±5.49

IgG (g/ L) 10.97±3.31＊ 11.95±3.41

IgA (g/ L) 2.22±0.94＊ 2.67±1.66

IgM (g/L) 1.84±0.72 1.64±0.77

补体C3 (g/ L) 1.57±0.53 1.57±0.58

补体C4 (g/ L) 0.30±0.10＊ 0.36±0.13

　　＊P<0.05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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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见 , 工龄<15 年组的白细胞 、 IgG 、 IgA 和补体

C4 均值显著低于工龄≥15年组 , 而 T 淋巴细胞%显著高于工

龄≥15 年组。

2.3　不同紧张强度组与对照组间免疫功能各项指标分析

表 3　不同紧张强度组与对照组间免疫功能各项指标比较 (x ±s)

　　指标
对照组

(n =110)

高度紧张

(n=63)

中度紧张

(n =64)

低度紧张

(n=54)
P值

白细胞 (×109/ L) 6.27±1.43 6.73±1.69 6.31±1.80 6.75±1.92 0.166

T 淋巴细胞% 57.49±6.23 42.93±8.61＊■## 46.89±6.51＊## 51.32±6.00## 0.000

溶菌酶 (μg/ml) 24.45±7.78 25.58±5.68 25.48±7.16 26.72±4.99 0.195

IgG (g/ L) 13.52±10.09 10.52±3.09## 11.25±2.65# 12.34±4.06 0.022

IgA (g/ L) 2.39±2.17 2.45±0.86 2.20±1.02 2.53±1.78 0.722

IgM (g/L) 1.71±1.69 2.13±1.63 1.69±0.92 1.46±0.62 0.329

补体C3 (g/ L) 1.16±1.00 1.66±0.62## 1.61±0.51## 1.43±0.50# 0.000

补体C4 (g/ L) 0.31±0.10 0.37±0.10＊■## 0.28±0.09＊ 0.32±0.13 0.000

　　注:表中 P值为高 、 中 、 低组间比较。

＊高 、 中与低比较 P <0.05;■高与中比较 P <0.05;##不同紧张强度组与对照组比较 P <0.01 , #P <0.05。

　　由表3 可见 , T淋巴细胞%、 IgG和补体 C3 、 补体 C4 在不

同紧张强度组间差异有显著性;高 、 中度紧张组 T 淋巴细

胞%显著低于低度紧张组 , 高 、 中度紧张组间差异也有显著

性;补体 C3 的结果与此相反;高度紧张组血清中补体 C4 的含

量显著高于中 、 低度紧张组 , 而中度紧张组却又显著低于低

度紧张组。不同紧张强度组免疫功能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比较

结果显示:T 淋巴细胞%不同紧张强度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IgG 高 、 中度紧张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

补体 C3 不同紧张强度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 , P <

0.01), 补体 C4 高度紧张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1);其余

各指标不同紧张强度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3　讨论

职业紧张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是目前职业卫生研究领域的

热门课题。紧张可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 , 免疫反应随紧张因

素作用的时间变化而改变 , 个体的紧张可导致不同的免疫结

果[ 1] , 但研究结果报道不一。有资料报道:火车司机在工作

中承受多方面的紧张 , 如:行车安全责任 、 行车实现 、 随时

接受命令等 , 还有超时 、 强迫体位作业 , 同时还要受到某些

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 他们血清中 IgG 、 IgA和淋巴细胞转化

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2] 。另有学者对飞行员进行了特异性和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检查 , 结果显示 IgG、 IgA、 IgM 和补体 C3

均明显降低[ 3] 。可感觉到的工作紧张与免疫球蛋白水平呈正

相关 , T淋巴细胞 、 补体 C3 和 IgM 对可感觉到的工作紧张比

较敏感[ 4]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石油工人 T 淋巴细胞%、 IgG

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 而补体 C3 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随职业紧张强度的增加 T 淋巴细胞%、 IgG 的含量明显降低 ,

而补体 C3 的含量明显增加 , 并发现 T 淋巴细胞%不同紧张强

度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IgG 高 、 中度紧张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而补体 C3 不同紧张强度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补体 C4 高

度紧张组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T淋巴细胞%、

IgG和补体 C3 三项指标对职业紧张较为敏感 , 职业紧张对免

疫功能有明显影响 , 可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但补体 C3 含量

随职业紧张强度增加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 , 在研

究中还发现 , T 淋巴细胞%随作业工龄的增长而降低 , IgG、

IgA、 补体 C4 含量却随工龄的增长而增加。其原因可能与石油

行业中职业紧张 (野外作业)的特殊类型有关 , 另外也可能

是测试样本量偏少的缘故。

(新疆克拉玛依市卫生防疫站谭卫国 、 彭元章 、 曾红 、 万红等医师

及华西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磊参加调查工作 , 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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