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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讨放射工作人员的抗氧化能力 , 对 98名放射

工作人员和 61名工作环境中无电离辐射的健康者进行了血清

维生素 C (VC)、 维生素 E (VE)检测。结果显示 , 放射工龄

5 ～ 10年人员的 VE、 VC 水平高于对照组 , 医用射线工作人员

VE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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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对生物体构成损伤 , 一是辐射能量传递的直接

作用 , 二是通过水在辐解反应中产生的自由基所引起的损伤

的间接作用 , 因此氧化损伤是辐射对机体损伤的重要机制之

一[ 1] 。VE是天然脂溶性抗氧化剂 , VC最明显的化学活性是还

原剂 , 所以 , VE 、 VC是细胞外液抗氧化防御系统的第一道防

线。本文检测了放射工作人员血清 VE 、 VC水平 , 探讨放射工

作人员的抗氧化能力 , 为防治辐射的职业危害及进行健康监

护提供手段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从事射线工作者 98 人 , 其中男性 74 名 , 女性 24 名 , 年

龄23 ～ 60 岁 , 平均年龄 (40±11)岁 , 工龄 1 ～ 30 年 , 平均

工龄 (15±11)年。选取进行健康体检的工人 、 机关及事业

单位等工作人员 61名为对照组 , 其工作环境无电离辐射 , 其

中男性 48名 , 女性 13 名 , 平均年龄 (38±10)岁。

1.2　标本的采集和测定

清晨空腹采血 , 经 4 000 r/min 离心 , 取血清待测。血清

标本要求无溶血 、 脂血和黄疸等。VE 、 VC检测试剂盒由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1.3　统计

采用 t检验进行分析 , 所有统计分析均在 Spss for Window

6.01 软件上进行。

2　结果

2.1　不同放射工龄人员血清 VE 、 VC的测定结果

将射线接触人员按不同放射工龄分组 , 测定各组人员血

清VE 、 VC 含量 , 结果见表 1。

2.2　不同工种放射工作人员血清 VE 、 VC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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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工作环境的不同 , 将放射工作人员分为 3 组:工业

探伤组 、 介入组和医用射线组 , 分别测定各组血清 VE 、 VC 含

量 , 结果见表 2。

表 1　不同放射工龄人员血清 VE 、 VC含量 (x±s)

工龄 (年) 例数 VE (μmol/ L) VC (μmol/ L)

～ 5 35 17.30±1.39 159.64±53.67

～ 10 28 20.52±1.01＊ 164.58±42.25＊

～ 15 19 16.82±0.91 150.83±34.70

≥15 16 15.19±0.50＊ 139.59±34.53＊

对照组 61 17.64±1.22 155.15±42.31

　　与对照组相比 , ＊P<0.05

表 2　不同工种放射工作人员血清VE 、VC的测定结果(x±s)

组别 例数 VE (μmol/ L) VC (μmol/ L)

工业探伤组 36 16.94±1.63 158.90±35.95

介入组　　 28 17.06±1.08 152.65±40.43

医用射线组 34 19.97±0.98＊ 159.69±45.71

对照组　　 61 17.64±1.22 155.15±42.31

　　与对照组相比 , ＊P<0.05

3　讨论

3.1　辐射的直接作用是指来自放射源的能量或粒子直接作用

于溶质分子 , 并造成结构功能损伤的过程;而间接作用指的

是水的辐解反应产物与溶质分子之间发生的可能导致溶质分

子结构变化的各种反应。水分子经过电离激发生成大量 OH·

和O2
-·等自由基 , 过量的自由基就会对机体产生氧化损伤。

VE是天然脂溶性抗氧化剂 , 它存在细胞膜性结构中以及脂肪

细胞的脂滴和循环的脂蛋白中。 VE不但是单线态氧和超氧阴

离子自由基的清除剂 , 也是脂质过氧化作用的阻断剂。 VC 作

为自由基的清除剂 , 可以很快地与 O2
-· 、 H2O2 反应 , 更快地

与OH·反应生成抗坏血酸自由基 , 清除 O2
-· , 因此 VC 可以保

护机体免受内源性氧自由基的损伤。

3.2　本文检测了放射工作人员血清的 VE 、 VC 含量的变化 ,

结果工龄 5～ 10 年的放射人员 VE 、 VC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P<0.05);工龄在小于 5 年和 10 ～ 15 年内的

放射人员血清VE 、 VC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工龄

大于 15 年的放射人员的 VE 、 VC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

工龄小于 10年的放射工作人员的累积辐射剂量属于低剂量率

的 , 由于低剂量辐射的兴奋效应 , 可以增强细胞和机体的抗

氧化损伤能力[ 3] ;而当工龄大于 15 年时 , 随着工龄的增加 ,

VE 、 VC的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说明体内抗氧化能力的代偿

是有限的 , 当累积剂量达到一定水平时 , 体内的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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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下降 , 不能有效的清除多余的自由基 , 从而对机体产生氧

化损伤。

3.3　本文结果还表明 , 医用射线组人员的 VE 水平高于对照

组 , VC与对照组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 , 这可能与医用射线工

作者属于小剂量 、 长时间职业照射有关。此外 , 因主客观原

因 , 目前放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的检测与其实际接触剂量间

有一定差异 , 故本文未能按受照剂量分组。 由于本文检测的

例数有限 , 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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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作业工人血液检测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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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焦炉作业工人血液检测 , 发现血红蛋白含量 、

白细胞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1), 炉顶工和机侧工外

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明显增高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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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焦炉作业工人进行健康状况评价 , 制定保护职工健

康的措施和建立健康档案 , 我们对焦炉作业工人进行了血液

指标检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焦炉作业工人 303人 , 年龄 21 ～ 53 岁 , 平均 36 岁;作业

工龄 1～ 21年 , 平均 10.5 年。对照组为从空分车间选择的自

然条件相当 , 不接触职业危害的职工 54 人 , 年龄 20 ～ 48 岁 ,

平均 32.6岁;作业工龄 7 个月～ 29年 , 平均 10 年。

1.2　方法

1.2.1　主要生产岗位采样　以20 L/min 的流速 , 采集呼吸带

高度空气样品 1 m3 ,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车间空气中苯并

(a)芘 (BaP)浓度。 二苯并 [ a，h] 蒽 [ DB (a，h)A] 测定

用玻璃纤维滤膜采样 , 经砂芯漏斗氮气压滤炉抽出液挥发掉

苯 , 精确称取残液 , 计算 DB (a，h)A 浓度。每个岗位定点采

样 6次。

1.2.2　血液检测　按常规方法测定血红蛋白含量 、 血小板计

数 、 白细胞计数与分类及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

1.2.3　统计方法　全部资料输入计算机 , 采用 SPSS10.0统计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作业环境空气中毒物浓度测定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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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采样点环境毒物浓度测定结果 (x±s)　μg/100m3

采样地点 苯并 (a)芘 二苯并 (a , h)蒽

焦炉顶 22.23±19.34 6.00±5.07

炉侧 16.56±17.91 4.56±5.11

车间办公室 1.02± 1.00 0.58±0.37

　　注:炉侧包括焦侧 、 机侧 、 维修。

在炼焦过程中焦炉逸散出的 (气体 、 蒸汽和烟尘)逸散

物 (COE), 成分极为复杂 , 含有大量脂肪烃 、 多环芳烃类化

合物。前苏联1987年规定苯并 (a)芘 0.15μg/ m3 为最高容许

浓度 , 美国 AGGIH 规定苯溶物 0.20 μg/m3 为阈限值[ 1] 。从表

1 可见 , 炼焦车间苯并 (a)芘高于两项参考值 , 且焦炉顶>

炉顶上升管>车间办公室 , 焦炉顶苯并 (a)芘浓度甚至为车

间办公室的 22倍。

2.2　血液检测

2.2.1　不同工作岗位工人血红蛋白与血小板的测定 (见表 2)

表 2　不同工作岗位工人血红蛋白与血小板测定结果 (x±s)

工作岗位 样本数 血红蛋白 (g/ L) 血小板 (×109/ L)

焦炉顶 74 163.16±32.27＊＊ 215.43±58.53

焦　侧 66 180.23±33.41＊＊■ 217.54±58.43

机　侧 35 177.06±32.30＊＊■ 235.11±61.20＊

维　修 103 171.70±30.84＊＊ 216.61±61.30

职　能 25 163.84±37.03＊＊◆ 222.30±73.92

炼　焦 303 171.44±32.89＊＊ 219.13±61.03

对　照 54 140.12±11.68 207.40±37.24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P<0.01;■:与焦炉顶组比较

P<0.05;◆:与焦侧组比较 P<0.05;以下各表注同此。

由表 2 可见 , 焦炉不同工作岗位工人血红蛋白的含量均

较对照组显著增高 (P <0.01), 两两比较 , 焦炉顶组血红蛋

白的含量显著低于焦侧和机侧组 (P <0.05), 焦侧组血红蛋

白含量明显高于职能组(P<0.05)。血小板数各组之间比较 ,

只有机侧组血小板数较对照组显著增高 (P<0.05)。

2.2.2　焦炉不同工作岗位工人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

微核率测定结果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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