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YF-1 杀菌剂对小鼠胸腺及脾脏质量的影响 (x±s)

组别

(mg/m3)
n 体质量 (g)

　　胸　　　　腺　　

　质量 (mg)　　　　　系数 (mg/g)　

　　脾　　　　脏　　

　质量 (mg)　　　　　系数 (mg/ g)　

对照 10 27.60±1.26 66.50±3.69 2.41±0.16 189.80±7.39 6.85±0.48

100 10 26.70±1.34 67.60±4.09 2.54±0.15 189.60±5.32 7.06±0.33

250 10 24.10±1.79＊ 65.00±9.43 2.71±0.37 179.80±12.38 7.46±0.32

500 10 23.00±1.76＊ 64.30±4.55 2.81±0.32 175.30±25.79 7.62±0.88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表 2　YF-1 杀菌剂对小鼠 ANAE 阳性率及

HC50值的影响 (x±s)

组别 (mg/m3) n ANAE阳性率 (%) HC50

对照 10 61.20±4.89 81.45±6.33

100 10 58.72±6.32 77.76±8.32

250 10 47.60±5.46＊＊ 73.92±8.22＊

500 10 44.20±6.38＊＊ 62.73±10.43＊＊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

3　讨论

机体免疫系统具有防御 、 平衡和监视三大生理功能 , 它

对化学物质是十分敏感的 , 许多化学物质能引起机体免疫功

能的改变 , 表现为免疫毒性作用。本次实验包括免疫器官质

量 、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观察。

胸腺和脾脏是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已知胸腺是 T 淋巴

细胞分化成熟的场所 , T 淋巴细胞主要参与机体的细胞免疫功

能 , 而脾脏的免疫细胞以 B淋巴细胞为主 , B 淋巴细胞是参与

体液免疫的主要细胞。 本研究结果表明:YF-1 杀菌剂 250 、

500 mg/ m3组动物体质量明显减轻 , 胸腺和脾脏的绝对质量也

呈下降趋势 , 但无统计学意义。ANAE 染色法能特异性地标记

T淋巴细胞[ 3] , 这种方法用血涂片或组织切片在光学显微镜下

即可鉴别T 和 B淋巴细胞 , 具有操作简便 、 快速 、 重复性好 、

特异性强的特点 , 是识别 T、 B 淋巴细胞的重要方法。本实验

发现 YF-1 杀菌剂染毒组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 ANAE 阳性率明

显降低 , 并呈现剂量-反应关系。从而表明 YF-1 杀菌剂可导致

小鼠 T细胞数量的显著降低 , T细胞数量的减少则可导致细胞

免疫功能的降低。 而机体体液免疫应答则主要是由 B 细胞通

过产生抗体来完成 , 机体初次接触抗原后早期产生的抗体主

要是 IgM。本实验采用溶血分光光度法 (OHS)测定小鼠血清

初次抗 SRBC抗体 (IgM)。检测结果发现 YF-1杀菌剂 250、 500

mg/m3 组小鼠溶血素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 而 100 mg/m3 浓

度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结果提示 YF-1 杀菌剂对小

鼠体液免疫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综合本次实验结果 , 我们认为 250 、 500 mg/m
3
浓度的 YF-

1杀菌剂对小鼠呈现明显的免疫毒性作用。是否对人体有类似

的免疫毒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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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石化企业接触苯作业人员进行个体时间加权

平均浓度 (TWA)和血苯检测分析 , 发现 TWA 明显高于定点

瞬时检测浓度 , 且和血苯值呈相关 , 提示 TWA 和血苯能较好

地反映苯作业人员实际接触水平。

关键词:TWA;血苯;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O625.11;R13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2)03-0169-02

收稿日期:2002-01-16;修回日期:2002-03-25

作者简介:朱钧 (1965—), 男 , 主治医师 , 学士 , 研究方向:职
业病临床。

随着石化行业生产工艺不断改进及苯污染的治理 , 作业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采用定点瞬时检测苯浓度 , 基本保持在

低剂量水平 , 很难评价剂量-反应 (效应)关系。为此我们对

苯作业人员进行个体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 血苯指标检

测 , 探讨苯作业人员实际接触水平和苯作业人员白细胞减少

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观察对象

选择某石化企业苯作业人员 164 名作为接触组 , 年龄 22

～ 47 岁 , 平均 34.5 岁 , 工龄 1 ～ 18 年 , 平均 9.5 年。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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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触有害作业人员 30人作为对照组 , 年龄 22 ～ 58岁 , 平均

年龄 35岁。两组性别 、 年龄 、 工龄差异无显著性。

1.2　作业现场苯浓度测定

苯作业人员配带个体采样器 (美国 SCK公司), 经气相色

谱 (Varian 600-GC)分析测定 , 计算工作 6 小时接触苯 TWA

(6小时工作制)。作业环境苯浓度定时 、 定点检测。

1.3　血苯含量测定

采集接触组 (班后)和对照组静脉血各 1 ml , 应用 SPME

方法 , 经气相色谱 (SP 3700)测定血苯含量。

2　结果

2.1　作业现场苯浓度及两组人员血苯比较

苯作业人员TWA [ (98.40±13.41)mg/m3] 和作业场所定

点瞬时浓度 [ (23.31±9.57)mg/m
3
] 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

(P<0.01)。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 (P<0.01)。接触

组血苯 [ (10.53±1.95)μg/L] 与对照组血苯 [ (4.15±0.33)

μg/L] 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 (P<0.01)。白细胞减少患病率

7.39%, 与对照组白细胞减少患病率 1.17%相比 , 差异有显

著性 (P<0.01)。

2.2　苯作业人员 TWA与血苯的相关性

将164名苯作业人员 TWA以浓度大小分为 6组 ,

图 1　TWA 与血苯相关分析

计算每组 TWA平均值和对应的血苯平均值 , 见图 1。

从图 1可见苯作业人员 TWA与血苯二者之间具

有相关性 , 相关系数 r=0.897 , 直线回归方程 y=-

0.447+0.811x , 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显著性。
3　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的某石化企业 , 接触苯作业人员约3 500人 ,

1970～ 1995年诊断慢性苯中毒7 例 , 1996～ 2000 年诊断慢性苯

中毒 9 例 , 现有疑似慢性苯中毒人数达 20 多人 , 其作业场所

苯的浓度测定主要采用定时 、 定点 、 瞬时检测。定点检测对

评价流动操作工人个体接触剂量不如个体检测 , TWA 可以较

正确地评价作业场所的劳动卫生状况和工人的接触程度[ 1] 。

血苯可直接反应体内的苯吸收 , 班后血苯是空气浓度的 2.58

倍 , 这表明接触苯后 , 工人血液有明显苯富集[ 2] 。说明 TWA

与血苯能更好地反映苯作业人员的实际接触水平。

研究表明 , 接触组个体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 定点瞬时平

均浓度 、 血苯 、 白细胞减少患病率均高于对照组 , 采用个体

监测获得苯作业人员 TWA 明显高于定点瞬时平均浓度 , 检测

瞬时浓度数值多数低于卫生标准 , 不易判断白细胞减少患病

率升高原因。本次调查采用 TWA 检测方法检测的浓度明显高

于国家卫生标准 , 获得苯作业人员实际接触剂量 , 能更好评

价剂量-反应 (效应)关系。对苯作业人员 TWA 与血苯进行相

关性分析 ,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以此推算出简单直线回归方

程 y=-0.447+0.811 x , 利用该公式可以更好地观察苯作业

人员接触苯的浓度 , 探讨剂量-反应 (效应)关系 , 对评价作

业人员健康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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