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膈相对固定的部位取一块肝组织 , 厚约 1 mm , 5%戊二醛 、

1%锇酸固定 , 30%～ 100%酒精 、 丙酮脱水 , 浸透 、 聚合 、 包

埋 , 制成超薄切片经醋酸铀-枸橼酸铅双重染色后 , 在透射电

镜下观察并摄片。

2　结果

染毒后 , 可见动物行动迟缓。正己烷组剖开腹腔后见肝

脏水肿 , 其他脏器未见明显变化;正己烷+北虫草组肝脏及

其他脏器未见明显变化。

透射电镜观察可见 , 正己烷+北虫草组肝细胞形态正常 ,

胞质内可见丰富的线粒体 , 其嵴清晰可见 , 较多的粗面内质

网呈层排列 , 有许多糖原颗粒。正己烷组与正己烷+北虫草

组和空白对照组比较肝细胞失去正常形态 , 核膜破碎 , 胞质

内未见结构完整清晰的细胞器 , 膜结构损坏严重。上述结果

表明北虫草对正己烷所致的肝脏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3　讨论

近年来 , 发现不少化学物质经体内代谢时 , 其分子本身

形成自由基或生成活性中间产物 , 增强体内氧自由基的生成。

氧自由基可引发膜系统 (细胞膜 、 核膜 、 线粒体膜等)的脂

质过氧化损伤。正己烷属低毒性物质 , 肝脏是其主要的代谢

场所 , 其在肝微粒体细胞色毒 P450的催化下 , 被氧化成毒性较

大的代谢产物。因此肝脏既是重要的解毒器官 , 又是毒性物

质作用的主要靶器官[ 4] 。

通过对大鼠肝脏的形态学观察可知 , 正己烷主要损伤肝

脏膜系统 , 北虫草对此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北虫草具

有抗氧化作用已有文献报道 , 所以正己烷所致的肝损伤极有

可能为脂质过氧化损伤 , 并可能为正己烷毒性作用机制之一。

至于北虫草的药理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实验所用北虫草由锦州医学院陈顺志教授提供, 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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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中毒患者一氧化氮水平的变化

Changes of nitric oxide levels in lead poisoning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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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铅中毒患者血清中一氧化氮含量随轻 、 中 、 重中
毒程度的加深而逐渐降低 , 提示铅中毒患者一氧化氮降低水

平与病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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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 NO)是近年来认识的一种新型神

经递质 , 兼有第二信使的功能 , 广泛参与人体生理功能的调

节和病理过程的发生。铅中毒时出现铅绞痛 、 视网膜小动脉

痉挛及贫血等症状 , 是否与铅抑制了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导

致NO生成减少有关 , 本研究就此观察了铅中毒患者血清中

NO水平的变化 , 旨在探讨 NO 水平与铅中毒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30例铅中毒患者 , 男 24 例 , 女 6 例 , 年龄 25 ～ 38

岁 , 平均30.8岁。根据《职业性铅中毒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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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铁山 (1966—), 男 , 硕士 , 讲师 , 主要从事一氧化

氮的研究工作。

则》 , 诊断为轻度中毒 12 例 , 中度中毒 10例 , 重度中毒 8 例。

另设正常对照组 20例 , 为我院健康体检者 , 其中男 12 例 , 女

8 例 , 年龄 23～ 35 岁 , 平均年龄 28.6岁 。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受检前 1 周内停服激素类及含氮药物。 全

部受检者于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 3 ml , 离心血清 , 应用硝酸

还原酶法检测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NO2
-, NO-

3)含量。 NO 试

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 采用 752 型分光光度

计进行检测。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t 检验处理数据。

2　结果

结果显示 , 铅中毒组血清中 NO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P <0.05或 P<0.01), 铅中毒组血清 NO 含量按轻 、 中 、 重

中毒程度不同较正常组逐渐降低 (见表 1)。

3　讨论

NO是由 L-精氨酸通过被激活的一氧化氮合酶 (nitric oxide

synthase , NOS)转化产生的。性质活跃 , 半衰期极短 , 很快被

氧化成NO2
-和 NO3

-, 因此 , 通过测定血清中 NO2
-或 NO3

-

含量 , 可以间接反映NO的生成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 , 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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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对照组及铅中毒患者血清NO水平的测定 μmol/ L

组别 例数 NO含量

对照组 20 30.28±3.16
轻度中毒组 12 25.32±3.34＊

中度中毒组 10 20.67±2.83＊＊■

重度中毒组 8 16.43±1.97＊＊■■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0.01;与轻度中毒组比较 ■P<

0.05 , ■■P<0.01。

毒组血清中 NO 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 , P<0.01),

且随中毒程度的加重而降低更加明显。从而推测 NO 水平降低

程度与铅中毒程度密切相关。

内皮细胞产生的 NO是一种强大的舒血管因子 , 是细胞内

和细胞间的信使及神经递质 , 它能激活血管壁上的鸟苷酸环

化酶 , 使血管平滑肌松弛 , 降低血管对血管紧张素的敏感性 ,

故具有扩张血管等生物学效应。铅中毒患者血清 NO 含量显著

低于对照组 , 可能是由于铅抑制了血管平滑肌 NOS 活性导致

的。NO 减少引起血管平滑肌收缩 , 增加血管对血管紧张素的

敏感性 , 收缩血管 , 导致贫血 、 眼底动脉痉挛 , 血压升高及

腹绞痛等铅中毒症状。

铅中毒引起 NO下降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 可能与以下几

个方面因素相关:(1)有研究表明 , 铅可与钙竞争钙通道及

钙调蛋白 (CaM), 由于铅与 CaM 的亲和力增强 , 使钙不能与

CaM结合 , 从而使依赖于 CaM 的NOS 活性受到抑制而导致 NO

生成减少[ 1 , 2] 。(2)铅能使原卟啉不能与铁络合 , 从而抑制血

红蛋白的合成 , 而血红蛋白是NOS 分子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

(3)NOS 是铅的靶细胞之一 , 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 NO 的合

成 , 使脑血管内皮细胞 NOS 催化生成的 NO 减少 50%[ 3] 。 本

文结果提示体内铅浓度越高 、 铅中毒越严重 , NO 产生的量越

少。如果给铅中毒患者补钙及铁可能会增强 NOS 活性 , 使 NO

合成增多 , 减轻铅对人体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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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女工脑血流图变化的观察

吕彩玲
(浙江省缙云县卫生防疫站 , 321400)

　　我国从事纺织行业的女工为数不少 , 纺织女工主要接触

有害因素为噪声。噪声不仅对听觉系统造成影响 , 还引起心

血管系统的改变。为探索噪声作业对人体脑血管功能及供血

情况的影响 , 我们选择某织布厂从事噪声作业的挡车女工 78

名为接触组 , 年龄 19 ～ 35 岁 , 平均年龄 28.4 岁;工龄 1 ～ 16

年 , 平均工龄6.6年;另选不接触有害作业女工 66 名为对照

组 , 年龄 20～ 35 岁 , 平均 28.7 岁;工龄 1 ～ 15 年 , 平均 6.3

年;两组年龄 、 工龄构成基本均衡。使用 ZK-3 型血流图仪连

接SC-16型光线示波器 (均为上海产)以 25 m/ s 纸速作脑血

流 (REG)描记。 两组人员均进行内科 、 神经科等体检项目

后 , 排除明显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脱离噪声环境 12 ～ 16 h 后 ,

嘱受检者取坐位按常规方法测定左 、 右两侧额-乳导联 REG ,

观察指标为波型 、 波幅 、 上升时间 、 上升容积速度 、 重搏波 、

转折高比值 、 两侧波幅差等。作业环境监测按卫生部 《卫生

防疫工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册)进行测定点的选择。采用国

产ND2型精密声级计 , 测定 A声级和频谱分析。

织布车间噪声强度范围 98～ 101 dB (A), Leq 98 dB (A),

以高频为主。 REG检查结果:接触组陡直型 14 人 (17.94%),

三峰型 24人 (30.77%), 转折型 28 人 (35.89%), 异常波型

12 人(15.38%);而对照组分别为陡直型 17 人(25.76%), 三峰

型35 人(53.03%), 转折型 12 人(18.18%), 异常波型 2 人

(3.03%)。接触组异常波型 12 人中低平波 11人 , 占 91.67%;

收稿日期:2000-08-08;修回日期:2001-03-16

平顶波 1 人 , 占 8.33%。异常波型 、 转折型接触组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 P <0.01)。两组 REG 主要指

标 (均值)比较 , 接触组波幅低于对照组 , 接触组上升时间

比对照组延长 , 两侧波幅差大于对照组 , 流入容积速度明显

小于对照组 , 经统计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 P <

0.05)。 接触 组 REG 总异常数 为 65.38%, 异 常波型 占

15.38%, 重搏波隐见占 20.54%, 两侧波幅差 ≥30%占

17.94%;对照组 REG 总异常数占 12.12%, 异常波型占

3.03%, 重搏波隐见占 4.55%, 两侧波幅差≥30%占 3.03%。

接触组 REG 指标异常率明显比对照组高 , 两组经 χ2 统计差异

有显著性 (P <0.01 , P <0.05)。工龄与 REG 异常率比较 ,

接触组工龄 <5 年组 REG 异常率占 59.18%, ≥5 年组占

78.16%;接触组工龄<5 年 、 ≥5 年组与对照组相应工龄组

REG 异常率比较 , 差异有显著意义。

本次调查结果可见 , 该厂噪声强度与 Leq 均超过工业企

业噪声卫生标准 , 女工长期在强噪声环境下工作。噪声可使

脑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导致血管痉挛 , 从而影响心血管系统

功能状态。接触组 REG异常波型中以低平波为主 , 波幅低于

对照组 , 上升时间延长 , 流入容积速度减少 , 两侧波幅差≥

30%, 重搏波隐见等异常指标增多 , 均提示脑血管供血不足 ,

血管弹性减退 , 脑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REG 是一种无创伤的

检测手段 , 易被工人接受。笔者认为在劳动卫生调查与职业

病的诊断工作中可作为一种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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