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人员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补体 C3含量 (x±s) g/ L

性别 组别 n IgG IgM IgA C3

男性 接触组 47 　　　　8.80±3.46 　　　　1.16±0.59＊ 　　　　1.07±0.56 　　　　1.39±0.29＊

对照组 44 　　　　9.88±3.57 　　　　2.50±0.84 　　　　1.30±0.70 　　　　1.09±0.16

女性 接触组 73 　　　　10.57±5.06 　　　　1.49±0.64＊ 　　　　1.42±0.56 　　　　1.30±0.09＊

对照组 71 　　　　11.19±4.91 　　　　2.72±0.54 　　　　1.35±0.59 　　　　1.01±0.18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为温室内蔬菜的种植要使用大量的农药 , 在封闭的塑料大棚

中 , 农药不易扩散和挥发 , 空气中农药浓度高 , 危害作业人

员的健康 , 室内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更增加了农药污染的严

重性。本次研究发现温室内主要的有害因素是高温 、 高湿 ,

有机磷农药敌敌畏含量高 , 而 CO、 SO2、 NO2 的浓度较低 , 未

超过生产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引起机体免疫水平改变的原因很多 , 但关于温室作业环

境对从业人员免疫水平的影响未见报道。机体免疫球蛋白的

水平受外界微生物和有毒物质刺激产生变化 , 血清免疫球蛋

白和补体 C3可发生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 1] 。本次研究发现 , 从

事温室作业人员的血清免疫球蛋白 IgM 的含量显著降低 , 补体

C3的含量显著升高 , 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P<0.05)。

说明从事温室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引起作业人员免疫水平的

下降。根据本研究结果 , 造成温室从业人员免疫功能下降的

原因可能与温室内存在的异常气象条件和高浓度的敌敌畏有

关 , 加上在冬春季温室内外温差大 , 易造成从业人员上呼吸

道感染而影响免疫功能。

植物血凝素试验是一种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测定机体细胞

免疫水平较为敏感的指标[ 2] , 观察组阳性率低于对照组 (P <

0.05), 这也表明长期在温室内劳动 , 不断接触和吸收各种有

害因素 , 会导致接触者细胞免疫功能下降。

综上所述 , 要切实加强温室作业人员的健康监护工作 ,

除了常规的检查外 , 应将免疫功能列为检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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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作业工人肾功能指标的观察
Effect of mercury on renal function in exposure workers

王史远 , 尹月英 , 项慧 , 陶宝林
WANG Shi-yuan , YIN Yue-ying , XIANG Hui , TAO Bao-lin

(临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对 98 名汞作业工人和 90 名对照者进行尿α1-微球

蛋白 、 白蛋白 、 IgG 等指标的检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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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吸收后主要蓄积于肾脏并可造成肾功能损害[ 1] 。 本文

以尿α1-微球蛋白 (α1-MG)、 白蛋白 (ALB)、 IgG 为观察指标 ,

旨在研究作业场所空气汞污染对生产工人肾功能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某医疗仪表厂的 98 名汞作业工人为观察对象 , 其中男

18 名 , 女 80名 , 年龄 17～ 57 岁 , 平均 (32.6±9.6)岁;工龄

3 个月～ 15年 , 平均 (4.8±4.0)年;以某机关无化学毒物接

触史的 90 名工作人员为对照组 , 其中男 20 名 , 女 70 名 , 年

龄 18～ 56岁 , 平均 (34.6±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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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场检测

作业场所空气汞检测按 GB13733—92 、 WS1—1996 规定设

置采样点 、 依 《建设项目职业危害评价规范》 要求确定采样

频次 , 样品采用冷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1.3　实验室检查

尿汞 (HgU)采用晨尿 , 双硫腙法检测;尿 α1-MG、 尿

ALB、 尿 IgG 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 , 试剂由北京原子高科核技

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尿肌酐采用苦味酸法检则。除尿

HgU 外其他尿液测定值均用尿肌酐校正。

2　结果

2.1　作业场所空气汞浓度

各工段空气中汞浓度最高 0.288 mg/ m
3
, 最低 0.045 mg/

m3 , 平均 (0.140±0.103)mg/m3 , 均超过 GBZ2—2002 规定的

PC-TWA上限 (0.02 mg/ m
3
)。

2.2　汞作业工人尿汞情况

98 名汞作业工人尿汞最高 0.410 mg/ L, 最低 0.011 mg/L ,

平均 (0.135±0.118)mg/L , 其中 63 名工人超过正常参考值

(0.05 mg/ L)。经多重线性回归方程分析 , 作业工人尿汞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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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场所空气汞浓度呈正相关 (r=0.553 4 , P<0.01), 与作业

工龄无线性回归关系 (r=0.154 8 , P=0.128 1)。

2.3　不同空气汞浓度对肾功能的影响

2.3.1　将作业场所空气汞浓度≥0.060 mg/ m3 的生产工人归

为超标≥3 倍组 , 将<0.060 mg/m3 的生产工人归为超标<3 倍

组。与对照组比较 , <3 倍组尿α1-MG 浓度差异有显著性 ,

≥3 倍组尿α1-MG、 ALB 、 IgG 浓 度差 异 均有 显著 性 (见

表 1)。 　　

表 1　作业场所不同空气汞浓度对肾功能影响比较 (x±s)

组别 例数 α1-MG (mg/gCr)ALB (mg/gCr) IgG (mg/ gCr)

≥3倍组 64 16.75±5.62＊■ 14.73±6.71＊ 6.59±2.79＊■

<3倍组 34 10.23±4.31＊ 12.15±4.87 4.71±2.02

对照组 90 7.31±2.60 11.31±4.07 4.10±1.89

　　与对照组比较 , ＊P<0.01;与<3倍组比较 , ■P<0.01

2.3.2　将各观察指标以超过本地正常值上限 (α1-MG 12.51

mg/gCr、 ALB 19.45 mg/gCr、 IgG 7.88 mg/ gCr)为异常 , 则<3

倍组尿α1-MG 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3 倍组尿α1-MG 、

ALB 、 IgG 异常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见表 2)。

表 2　不同浓度汞作业肾功能异常率比较 (%)

组别 例数 α1-MG ALB IgG

≥3倍组 64 81.25 (52)＊■ 39.06 (25)＊■ 26.67(24)＊■

<3倍组 34 35.29 (12)＊ 8.82 (3) 8.82(3)

对照组 90 3.33 (3) 5.56 (5) 4.44(4)

　　(　)内为异常例数。与对照组比较 , ＊P<0.01;与<3倍组比

较 , ■P<0.01

2.4　作业工龄与肾功能的关系

将作业场所空气汞浓度≥0.060 mg/m3的生产工人按作业

工龄分组 , 尿α1-MG、 ALB 、 IgG 随着工龄的增长而增高 (见

表 3)。 　　　

表 3　高浓度汞作业工龄与肾功能关系比较 (x±s)

组别 例数 α1-MG (mg/ gCr) ALB (mg/ gCr) IgG (mg/ gCr)

6年 ～ 24 20.00±6.04＊＊■■16.29±7.37＊＊■■ 9.18±4.07＊＊■■

3年 ～ 20 16.85±5.97＊＊■■14.70±6.52＊＊■■ 5.40±2.46＊■■

0年 ～ 20 12.15±4.53＊＊ 12.90±5.85 4.68±2.18

对照组 90 7.31±2.60 11.31±4.07 4.10±1.89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与下一工龄组比较 ,

■P<0.05, ■■P<0.01

3　讨论

α1-MG相对分子质量为26 000 , 可自由透过肾小球 , 但原

尿中α1-MG 99.9%被近曲小管上皮细胞重吸收并分解 , 故仅微

量从尿中排出 , 当近曲小管功能受损时 , 尿α1-MG 升高。 与

β2-MG比较α1-MG在酸性尿液中不会出现假阳性 , 故更可靠。

ALB 和 IgG 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6.9万和 16 万 , 正常情况下几

乎不能透过肾小球滤膜 , 尿中 ALB 和/或 IgG 升高是肾小球滤

过屏蔽功能受损的标志 , 因此α1-MG 、 ALB 、 IgG 同时检测不仅

可了解是否存在肾功能损害 , 且可判断损害的部位[ 2] 。

本次调查 , 作业场所空气中汞浓度超标≥3 倍组尿α1-MG

浓度和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3 倍组 , <3 倍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 , 提示一般汞接触即对肾小管功能有明显的影响 , 当

作业场所空气汞浓度升高时 , 肾小管功能障碍加重 , 异常人

数增加;≥3 倍组尿 ALB 和 IgG 含量和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 , <3倍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别无显著性 , 提示一般浓度时汞

对肾小球影响不大 , 高浓度时则亦可导致肾小球功能障碍。

作业场所空气汞浓度≥3 倍组 , 尿α1-MG 随着工龄延长而

升高 , 尿ALB和 IgG亦有类似趋势 , 提示高浓度汞作业对肾功

能影响有蓄积作用 , 短期作业即可影响肾小管功能 , 长期作

业则可累及肾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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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148 例矽肺患者的肺叶灌洗回收液进行了细胞

学 、 免疫学和某些生化指标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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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叶灌洗术治疗尘肺及其并发症 , 能改善呼吸功能 , 提高

血氧饱和度 ,减轻病人痛苦 , 效果良好。 灌洗回收液的细胞学

检验和免疫学及某些生化指标检验能有效地反映疾病的变化

情况 , 对疗效观察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对 148 例矽肺患者的肺

叶灌洗回收液进行了上述检验 , 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1.1　一般资料

　　148 例矽肺患者均为符合国家诊断标准的我院住院病例 ,

无吸烟史 , 全部男性 , 年龄 39 ～ 64 岁 , 平均年龄 51.5岁。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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