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对照组(P<0.01),而 MDA却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与

文献报道相似[ 3] 。MDA 是体内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四烯酸)过

氧化分解产物 ,MDA 含量增高 ,表明机体抗氧化能力下降 , 不饱

和脂肪酸过氧化加剧。因此 , 长期大量吸氟 , 导致机体抗氧化

能力降低 ,可能是氟中毒发病机制的一个方面 。

3.4　对钙 、 磷代谢的影响。本次测定观察组血钙平均水平较

对照组高 , 血磷差异无显著性 , 与相关报道[ 5]不完全一致 ,

因此认为高氟环境对钙 、 磷代谢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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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接触者体内氧化和抗氧化状况的初步观察
Observations on the status of peroxidation and antioxidation in workers exposed to ben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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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检测 44 名苯接触人员和 86 名对照人员的血清

TAC 、 SOD活性及 MDA 含量。结果显示 , 苯能诱导人体产生

脂质过氧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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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丙二醛(MDA)代表脂质过氧化代谢产物 , 以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代表酶促体系抗氧化物质 ,以血清总抗氧化能

力(TAC)代表非酶促体系抗氧化物质的总和 , 观察苯接触者体

内氧化和抗氧化状况 ,为评价苯的职业危害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选择接触苯或混合苯工人 44名 , 对照组人员 86 名。用气

相色谱法分析苯的浓度 , 用化学比色法检测血清 TAC、 SOD

活性及MDA 含量。将检测结果作方差分析及显著性 t检验。

2　结果

2.1　劳动卫生概况

检测某厂色漆车间呼吸带空气样品 23 份 , 苯浓度范围

96.0～ 184.5 mg/m3 , 平均浓度为 (140.2±30.2)mg/ m3。某集

团喷漆车间呼吸带空气样品 17 份 , 苯浓度范围 170.7 ～ 294.3

mg/m3 , 平均浓度为 (226.8±45.9)mg/m3。

2.2　试验组与对照组 TAC 、 SOD活性及MDA含量比较

将试验组分为观察对象组和慢性苯中毒组 , 做方差分析 ,

结果见表 1。

2.3　不同工龄工人 TAC 、 SOD活性及MDA 含量比较

将苯接触工人按不同工龄分为 2 年～ 、 5 年～ 、 8 ～ 10 年

收稿日期:2002-05-27;修回日期:2002-08-01

作者简介:史善富 (1957—), 男 , 江苏扬州人 , 主管检验师 , 从
事职业病临床检验工作。

3 组 , 经方差分析 , 3个工龄段组与对照组血清 TAC 、 MDA 均

数间的差异都有非常显著意义 (P<0.01), 而不同工龄段组

间血清TAC 、 MDA 均数未见明显变化 (P >0.05)。 SOD活性

则显示不同的变化规律:接触苯时间较短 (2 ～ 4 年)时 ,

SOD活性上升 , 随着接苯时间的延长 , SOD活性逐渐回降。

表 1　各试验组与对照组 TAC、 SOD活性

及 MDA含量 (x±s)

组别 例数 TAC (U/ml) SOD (NU/ml) MDA (μmol/ L)

慢性苯中毒组 13 11.86±1.16＊＊ 99.22±27.03 6.40±1.61＊＊

观察对象组 31 11.46±1.56＊＊ 116.57±25.89＊＊6.13±1.84＊＊

对照组 86 17.44±3.23 100.87±15.49 4.56±0.95

　　与对照组比较＊＊P<0.01

2.4　TAC活性与 MDA含量及 SOD活性的相关性分析

将接触苯工人 TAC 与 SOD活性 、 SOD 活性与 MDA 含量 、

TAC 活性与MDA含量按不同工龄组及不同试验组 (因 SOD 活

性显示了不同的变化规律)做相关性分析和相关系数的显著

性检验 , 见表 2。

表 2　不同工龄 、 不同分组接触苯工人TAC 活性 、

MDA含量和SOD活性的相关系数及分析

指标

　　　工　　　　　　龄　　　

2年 ～ 5年 ～ 8～ 10年

观　察

对象组

慢性苯

中毒组

TAC与 SOD 0.217 4 0.035 3 0.941 4＊＊ 0.036 4 -0.321 8

SOD与 MDA 0.472 0＊ -0.180 5 -0.915 7＊ -0.303 3 -0.136 1

TAC与 MDA 0.021 2 -0.097 0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P<0.05, ＊＊P<0.01

3　讨论

文献报道 , 苯在体内能产生半醌自由基 , 并诱导机体产

生过量的活性氧和脂质过氧化物 , 从而对机体造成损伤[ 1] 。

本次调查发现 , 苯接触 8 ～ 10 年组 , 血清 TAC 与 SOD 活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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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相关关系存在 , 与动物实验结论相似[ 2] ;接触苯工龄 2

年～ 组及 8～ 10年组 , SOD 活性与 MDA 含量之间有相关关系

存在。本次调查显示 , 无论是不同工龄组间 , 还是观察对象

组与慢性苯中毒组间MDA 含量及 TAC活性的差异均无显著意

义 (P>0.05)。本次调查表明 , 血清 SOD活性仅在接触苯的

初始阶段升高 , 随着时间的延长 , SOD 活性逐渐回降至正常

水平。因此 , 在应用 TAC、 SOD活性及MDA含量作为苯接触

的生物监测指标时 , 要考虑不同接触时间的差异。因此次调

查人数少 , 尚需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 　陈瑗 , 周玫.自由基医学 [ 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

1991.258.

[ 2] 　史善富 , 汤桂秋.染苯大鼠脂质过氧化和抗氧化能力的观察

[ 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2002, 15 (2):85-87.

放射工作人员血清免疫球蛋白的变化
Changes of serum immunoglobulins in radiation exposed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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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 辽宁 沈阳　110024)

　　摘要: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放射工作人员血清 IgG、 IgA、

IgM 。结果接触组 IgG、 IgM 均低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P

<0.05)。说明低剂量照射之后 , 人体细胞和体液免疫会发生

一定变化 , 尤其是体液免疫功能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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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对免疫系统造成的损伤 , 表现为免疫活性细胞数量

减少 , 抗体形成抑制或紊乱 , 细胞因子网络调节失常等。 长

期免疫功能障碍 , 使人体处于对细菌 、 病毒等病原体和其他

损伤因子的高敏状态。因此 , 射线引起的免疫系统的效应愈

来愈受到重视。我们对 240 名放射工作人员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 IgM 、 IgA 进行了测定 , 以期了解该作业人员的免疫系统

的变化 , 为职业健康监护提供检测手段。

1　材料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从事工业探伤 、 γ射线以及 X 射线的放射工作人员

240 名为接触组 , 其中男性 212 人 , 女性为 28 人 , 平均年龄

(38.6±12.2)岁 , 平均工龄 (12±11)年;选取 108 人为对照

组 , 男性84 名 , 女性 24名 , 其工作环境无电离辐射 , 平均年

龄 (38.2±9.6)岁。

1.2　标本的采集和测定

采集空腹静脉血 3.0 ml 用于测定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IgM 、 IgA , 采用上海明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 , 每

批以郎道质控血清进行质控 , 使用日立 7020 仪测定。

1.3　统计分析

收稿日期:2001-11-01;修回日期:2002-04-15
作者简介:赵玉静 (1964—), 女 , 沈阳市人 , 主管检验师 , 从事

临床检验工作。

采用 t 检验 , 所有统计分析均在 SPSS for WINDOW 6.01 软

件上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放射工作人员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放射工作人员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 (x±s) g/L

组　别 例数 IgG IgA IgM

接触组 240 10.38±3.11＊ 2.04±0.62 0.81±0.28＊

对照组 108 12.52±2.62 2.47±0.51 1.18±0.31

　　与对照组相比 , ＊P<0.05

曾有报道慢性小剂量照射的放射工作人员 , 其细胞免疫

功能低下[ 1] , 从本文的结果来看 , 放射工作人员血清 IgG 和

IgM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并且随工龄的增加血清中 IgG 和

IgM 的含量递减。工龄>10年组的 IgG 为 (10.04±2.82) g/L ,

工龄>15 年组的 IgG 为 (9.85±2.21) g/L , 而工龄<5年组血

清中的 IgG为 (11.8±2.24) g/ L , 工龄 10 年以上的 2 组人员

血清中 IgG含量均显著低于工龄<5 年组。工龄>15 年组 IgM

为 (0.71±0.20) g/L , 而工龄<5年组的 IgM 为 (0.84±0.28)

g/ L , 工龄>15 年组血清 IgM 含量也显著低于工龄<5 年组。

一般认为 IgG和 IgM的含量主要反映体液免疫功能[ 2] , 可以此

推断放射工作人员的体液免疫功能较正常人偏低。但本文所

测定的放射工作人员的血清免疫球蛋白的水平仍在临床正常

参考值范围内[ 3] , 因此建议在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体检

中 , 应注意免疫功能的检验 , 以预防免疫功能低下状况的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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