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ROS 是指化学活性远高于基态氧(O2)的某些特殊

氧化学状态或某些含氧化合物 ,主要包括超氧阴离子

(O·
-

2
)、羟自由基(OH-)、过氧化氢(H2O2)、单线态氧

(O
1
2)、激发态氧等 ,是体内最常见的自由基

[ 1]
。正常生

理状态时机体可产生少量 ROS ,但如果 ROS产生过量或

进而转化为强氧化剂 ,就会引发和促进氧化应激反

应
[ 2 ,3]

。肺是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 ,氧化应激

在许多肺疾病的病理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其来源

主要是肺微循环中出现的大量激活中性粒细胞 ,因它可

释放大量 ROS ,故可造成细胞和组织损伤[ 4] 。我们的前

期研究亦证实 ROS 在 ARDS 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

用[ 5] 。因此 ,有针对性地降低肺内 ROS 的产生应是临床

有效预防和治疗该类疾病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丹参为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 , 具有活血化瘀 、养

心安神等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 丹参具有扩张

血管 、改善心肌缺血缺氧及微循环 、增加血流量 、降

低血液粘度 、减少血栓形成以及抗菌消炎 、 提高机体

免疫力等作用 ,因此临床上广泛用于心脑血管等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丹参能够抑制 P-选择素介导的 PMN

浸润 ,降低 PMN 对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 , 减少肺部

PMN的数量及活性 ,从而减轻其对肺血管内皮细胞的

损伤作用[ 3 ,4 ,6] 。本实验结果表明丹参可通过提高血

浆SOD活力 、减少肺组织中 ROS 的产生等途径来防治

化学性ARDS ,其详细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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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车间空气中铅对作业工人发铅的影响

刘春莹

(沈阳市苏家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辽宁 沈阳　110101)

　　为了解空气中铅浓度与工人发铅间的关系 , 对我区某印

刷厂车间的铅浓度以及作业工人发铅含量进行了连续 2 个月

的监测 , 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空气样品的采集和测定

采样点设于2 个铅作业车间 , 以非铅作业房间作对照 , 于

房间中央 、 离地面 1.5 m 处采样 , 以 10 L/min 流量采集空气

150 L, 每次平行测定 2 个样品。 所用玻璃仪器均经过酸浸泡

处理 , 取小烧杯 , 将膜面朝上放入烧杯中 , 加入 20 ml 3%的

HNO3 浸泡 , 加热浓缩后倒入 25 ml比色管中 , 用 3%热硝酸稀

释至刻度 , 取 10.00 ml样品溶液于比色管中分析 , 同时作空

白对照及回收加标。

1.2　铅作业及对照组工人的发铅含量测定

工人年龄 25～ 50 岁 , 工龄 3～ 25 年 , 用经处理的不锈钢

剪刀取头枕部近发根处头发约 1 g , 将发样在丙酮和乙醚中搅

洗后 , 用 10%洗发液在 35 ℃搅拌 、 搅洗 , 再用蒸馏水洗至无

洗发液 , 使头发为中性 , 待干后 , 再用丙酮和乙醚依次淋洗 ,

收稿日期:2004-10-12;修回日期:2005-01-20

于 60 ℃干燥备用。准确称取 0.5 g处理后的头发 , 加3%HNO3

溶液 10 ml , 经电炉消化 , 用 3%HNO3溶液定容至 20 ml , 即为

样品溶液 , 同时作空白 , 待测定。

空气铅浓度测定按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进行 。

2　结果与讨论

车间空气铅浓度及工人发铅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车间空气铅浓度与工人发铅含量测定结果 (x±s)

组　别 n
铅浓度

(mg/m3)

发铅 (μg/ g)

工龄 3～ 8年 工龄 15～ 20年

铅作业组 1 48 0.030±0.017 3.7±1.6 16.3±4.2

铅作业组 2 48 0.021±0.013 2.9±1.2 8.7±3.8

对照组 48 0.008±0.004 1.1±0.3 2.3±0.6

　　本次调查显示 , 印刷车间空气中铅浓度低于国家标准

(0.05 mg/ m3), 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仍有显著性 (P <0.01),

铅作业工龄 15 ～ 20 年的工人发铅含量明显高于工龄 3 ～ 8 年

者 , 且工龄相同的工人发铅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

分析 , 发铅含量与工龄呈正相关 , 工龄 3 ～ 8 年组的相关系数

为 0.251 , 工龄 15 ～ 20 年的相关系数为 0.427 , 说明车间空气

中的铅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提示应加强对一线工人

的防护措施 , 预防空气中铅污染及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危险。

·13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5年 6月第 18卷第 3期　　Chinese J Ind Med　June 2005 , Vol.18 No.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