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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作业对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Study on the effect of lead exposure on the neurobehavioral function of workers

姚应水1 , 吴成荣2 , 胡传来3

YAO Ying-shui1 , WU Cheng-rong2 , HU Chuan-lai3

　　(1.皖南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 安徽 芜湖　241001;2.马钢集团公司医院干部病房 , 安徽 马鞍山　243011;　3.安徽

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通过对 60名铅作业工人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及健康

状况检查的结果表明 , 长期接触铅可导致作业工人神经行为

功能明显降低 ,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可作为铅对机体影响的早

期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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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 , 低水平铅接触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

铅接触对神经行为功能影响较为广泛[ 1 ,2] 。WHO 推荐的神经

行为核心测试组合 (WHO-NCTB)具有简便 、 无创伤 、 易被接

受等优点 , 在职业流行病学领域中逐步得到应用[ 3] 。 为探讨

铅对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 对其能否作为铅早期损害敏

感指标作一初步尝试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接触组为某冶炼厂铅作业男工 60 名;对照组为不接触铅

的该厂行政后勤服务人员 (男性)60名。两组在年龄 、 工龄 、

文化程度 、 吸烟 、 饮酒等方面达到均衡 (P >0.05), 有较好

的可比性。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n
年龄 (岁)

(x±s)

工龄 (年)

(x±s)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吸烟 饮酒

接触组 60 30.2±4.8 4.8±2.1 25 35 35 28

对照组 60 31.3±5.6 5.3±2.5 20 40 30 32

1.2　方法

车间空气中铅浓度测定采用双硫腙比色法;尿铅检测 ,

收稿日期:2002-01-21;修回日期:200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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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职业病和慢性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工作。

取工人一次性晨尿 , 热消化双硫腙比色法;神经行为功能测

试严格按照WHO-NCTB 操作指导[ 4]进行 , 凡患有神经系统疾

患 、 视听觉障碍和测试前 4 小时服用镇静药 、 饮酒者 , 一律

不作测验。

1.3　资料统计分析

将所得数据输入计算机 , 采用 Epi Info (6.0)版软件做 t

检验 、 u 检验 、 χ2检验等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车间空气中铅浓度与临床表现

检测铅作业工段 6 个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共 30 份空气样

品 , 铅尘浓度为 0.061 ～ 0.871 mg/m3 , 最高超标 17.4 倍 , 最

低超标 1.2倍。本次调查发现铅吸收 2 例 , 未见铅中毒病例。

接触组自觉症状中 , 头昏 、 失眠 、 记忆力减退和四肢麻木的

阳性人数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2.2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情感状态和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 接触组各项指标标准化

分均非常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1), 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情感状态和行为功能测试标准化分结果比较 (x±s)

指　标
接触组

(n=60)

对照组

(n=60)
u值 P值

紧张-焦虑 44.1±8.2 52.3±9.1 5.18 <0.01

抑郁-沮丧 46.3±9.4 54.2±8.2 4.91 <0.01

愤怒-敌意 42.4±10.5 56.3±10.7 7.29 <0.01

疲劳-惰性 45.8±9.7 56.9±8.3 6.73 <0.01

有力-好动 43.7±10.4 55.2±9.2 6.42 <0.01

慌乱-困惑 45.5±8.9 54.7±10.1 5.29 <0.01

简单反应时(平均) 43.2±9.7 55.3±8.1 7.42 <0.01

数字跨度 45.5±8.4 54.2±10.3 5.07 <0.01
提转捷度(利手) 46.1±8.4 57.6±9.2 7.15 <0.01

提转捷度(非利手) 45.3±8.5 56.8±8.0 7.63 <0.01
数字译码 46.8±11.7 56.5±9.3 5.03 <0.01

视觉保留 46.1±9.5 56.9±10.1 6.03 <0.01

目标追踪Ⅱ(打点总数) 48.5±9.1 56.6±7.2 5.4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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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得分与铅作业工龄的关系

工龄<5 年和≥5年两组的行为功能测试标准化总分分别

为:295.7±28.7 , 259.8±30.4(t=4.70 , P <0.01), 差异有非常

显著性。

3　讨论

铅对接触者的记忆 、视觉感知功能等均有显著的影响 , 并

引起焦虑 、抑郁等情感改变[ 5 , 6] 。本研究结果显示 , 铅接触组可

出现头昏 、失眠 、记忆力减退 、四肢麻木等症状。情感状态 、行

为功能各指标测试中 ,标准化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

这表明铅对作业工人的视觉感知 、记忆力 、注意力 、手部反应能

力 、心理运动稳定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影响。同时 , 本研究还

表明铅对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与工龄有关 , 工龄越长 , 损害越

严重 ,与文献报道相一致
[ 7 , 8]

。本研究虽仅见铅吸收 2 例 ,然而

接触组神经行为功能却低于对照组。因此 ,WHO-NCTB 可作为

亚临床的早期检测指标 , 应用于铅接触职业流行病学调查中 ,

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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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对大鼠血常规和肝功能的影响

Effect of pentaerythritol tetranitrate (PETN)on blood and liver function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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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表明 , 太安对大鼠血常规和肝脏功能有一定

的损害作用 , 建议长期接触太安的作业人员应定期检测血常

规和肝功能 , 加强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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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又名喷特儿 , 化学名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 是重要的

高能炸药之一。文献报道 , 太安对动物和人体有一定的损害

作用 , 但国内外有关太安的毒性研究甚少[ 1] , 为了解太安对

血常规和肝脏功能的影响 , 采用太安对大鼠灌胃染毒 , 摘除

眼球采血进行血常规和 ALT、 AST测定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受试物用工业品细太安 , 粒度均为 170 目以上 , 由某兵

工厂生产提供。实验动物用 SD大鼠 , 由西安医科大学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

1.2　方法

选用体质量130 ～ 180 g 健康SD大鼠 96 只。随机分为对照

组 、太安染毒2.5mg/ kg 、8.3mg/ kg 、25.0mg/ kg剂量组 。每

收稿日期:2002-03-25;修回日期:200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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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24只 , 雌雄各半。对照组用植物油灌胃 , 染毒组用太安植

物油混悬液灌胃 , 每日 1 次 , 每周 6 次 , 连续 90 d , 于染毒45 d

和90 d分别摘除眼球取血测定血常规和血清 ALT、 AST , 取血

后处死大鼠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太安染毒各组大鼠于 3 周后出现被毛蓬松 、 无光泽 , 会

阴部污秽 , 活动减少等中毒表现 , 体质量增长速度均有不同

程度减缓 , 8.3 mg/ kg组于第 11周体质量明显下降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P <0.01)。其余指标变化无统计学意

义。

2.2　血常规变化

太安染毒 90 d 25.0 mg/kg 组 Hb明显降低 ,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P<0.01)。其余指标与染毒 45 d 时的指标变

化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3　血清 ALT和 AST 变化

于 45 d 时测定大鼠的AST , 各染毒组与对照组比较活性均

有升高 , 尤其是 25.0 mg/kg 染毒剂量组升高明显(P <0.05),

ALT变化与染毒 90 d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2.4　病理组织学检查

大体解剖见太安染毒各组大鼠肝脏色淡 、 少光泽 、 边缘

钝 , 90 d 时肝脏体积增大 , 25.0 mg/ kg染毒组大鼠肝脏增大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见表 3。未见其他明显

肉眼改变 , 个别动物肝脏有镜下炎细胞浸润 、 细胞水肿和脂

变等轻度病理改变 , 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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