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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检测 58例煤工尘肺患

者(煤工尘肺组)、36 例井下健康工人(井下对照组)及 32 例井

上健康人(井上对照组)血清 IFN-γ含量。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ABC 法检测T 淋巴细胞亚群(CD4、CD8 细胞)百分率 , 用血细胞

计数仪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总数(TLC)。结果提示 , 随着病情

加重 ,煤工尘肺患者 IFN-γ水平降低 , 细胞免疫力下降 , IFN-γ与

T淋巴细胞共同参与了煤工尘肺发生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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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矽肺患者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及其在疾病发生中的

作用 , 我们测定了 58例煤工尘肺患者和 32例井上健康人的血

清 IFN-γ、 外周血 T淋巴细胞亚群和淋巴细胞数并进行比较。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58 例煤工尘肺患者 , 均经市级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按照

2002年国家尘肺病诊断标准确诊 , Ⅰ期煤工尘肺 28 (掘进工

16 例 , 采煤工 5 例 , 混合工 7例), Ⅱ期煤工尘肺 19例 (掘进

工10 例 , 采煤工 4 例 , 混合工 5 例), Ⅲ期煤工尘肺 11 例

(掘进工 5例 , 采煤工 2例 , 混合工 4例);年龄43 ～ 76岁 , 平

均 (51.8±5.1)岁 , 接尘时间 12 ～ 33 年 , 平均 (21.8±8.6)

年。井上对照组为 32例健康人 , 年龄 42 ～ 69岁 , 平均 (48.1

±5.5)岁;井下对照组为 36 例井下煤矿健康工人(掘进工 13

例 ,采煤工 12例 ,混合工11 例),年龄 43～ 58 岁, 平均(51.1±2.5)

岁;接尘时间14～ 31 年, 平均(22.1±7.8)年。所选对象均为男

性 ,无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疾病 ,亦未接受过影响免疫功能及

内分泌功能的治疗。经统计学分析, 病例组和对照组年龄及接尘

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实验方法　所有检测对象均空腹采集静脉血 , 分为 3

管。 1管 2 ml分离血清 , -20℃储存 , IFN-γ采用双抗夹心酶

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 , 试剂盒为英国 BIOSOURCE 公司产品 ,

所用酶标仪为美国 Stat Fax-2100;1 管 2 ml , 肝素抗凝 , 用于

CD4、 CD8 检测 , 标本染色用 SAP 法 , 试剂盒购自北京中山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1 管 1 ml , EDTA 抗凝 , 用 COURTER MD-Ⅱ

血球计数仪计数淋巴细胞绝对值。

1.2.2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数

据以 x±s表示,多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F 检验 ,

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采用 q 检验。以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煤工尘肺患者 IFN-γ和 T 淋巴细胞测定结果

与井上 、 井下对照组比较 , 煤工尘肺组 IFN-γ、 CD4 均降

低 , CD8 、 TCL均升高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而

井下 、 井上两对照组间比较 , IFN-γ、 CD4 、 CD8 、 TLC 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见表 1。

表 1　煤工尘肺患者 IFN-γ和淋巴细胞变化 (x ±s)

组别 例数 IFN-γ(ng/ L) CD4 (%) CD8 (%) TLC (109/ L)

井上对照 32 30.24±14.52 41.31±8.43 30.14±7.54 1.76±0.63

井下对照 36 32.35±13.61 42.60±9.72 30.53±6.92 1.87±0.91

煤工尘肺 58 12.21±10.44＊＊## 35.92±8.13＊# 33.81±7.43＊# 2.92±0.65＊＊##

　　与井上对照组比较 , ＊P <0.05, ＊＊P<0.01;与井下对照组比较 , #P<0.05, ##P<0.01

2.2　煤工尘肺患者 IFN-γ和 T淋巴细胞与相关指标的关系

按不同分期及合并症分组 , Ⅰ期合并肺气肿 、 单纯Ⅱ +Ⅲ

期患者与单纯Ⅰ期比较 , 血清 IFN-γ水平均降低 ,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P<0.05);Ⅱ +Ⅲ期合并肺气肿与单纯Ⅱ +Ⅲ期 、

Ⅰ期合并肺气肿比较 , IFN-γ水平也降低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Ⅰ期 、Ⅱ+Ⅲ期合并肺气肿患者CD4水平低于相应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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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期 、 Ⅱ+Ⅲ期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CD8、 TLC 在

各分组比较中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3　讨论

IFN-γ是由激活的淋巴细胞(主要由CD+
8 T细胞和某些CD+

4 T

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产生小分子多肽 , 在宿主防御系统中

起重要作用 , 正常肺组织内含量较少。人和动物的实验研究显

示 , IFN-γ是一种抗纤维化的细胞因子 , 其抗纤维化作用主要是通

过抑制和竞争 TGF-β1分子信号传导途径来实现[ 1] 。

实验发现 , 煤工尘肺患者血清 IFN-γ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 , 且单纯 Ⅱ +Ⅲ期 、 Ⅱ +Ⅲ期合并肺气肿患者相应低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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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煤工尘肺患者 IFN-γ和淋巴细胞与相关指标的关系

　分期 例数 IFN-γ(ng/ L) CD4 (%) CD8 (%) TLC (109/ L)

单纯Ⅰ期 17 15.53±35.63 38.13±6.47 32.53±6.46 3.04±0.55
单纯Ⅱ +Ⅲ期 14 11.45±47.36＊＊ 37.74±6.62 33.32±6.63 3.02±0.74
Ⅰ期合并肺气肿 14 13.21±48.85＊ 34.56±5.93＊ 33.84±6.82 2.85±0.62
Ⅱ +Ⅲ期合并肺气肿 13 9.03±52.43##■ 33.73±6.72# 33.91±6.74 2.84±0.93

　　与单纯Ⅰ期比较 , ＊P<0.05, ＊＊P<0.01;与单纯Ⅱ +Ⅲ期比较 , #P<0.05, ##P<0.01;与Ⅰ期合并肺气肿比较 , ■P<0.01

纯Ⅰ期 、Ⅰ期合并肺气肿 , 说明 IFN-γ水平降低促进了纤维化的

发生 、发展 , IFN-γ在尘肺的发生中可能发挥抗纤维化作用 , 其

水平降低 ,可导致尘肺的发生 , 与文献报道一致[ 1] 。 IFN-γ水平

可作为监测尘肺病期发展的指标。 Ⅰ 期 、Ⅱ +Ⅲ期合并肺气肿

患者血清 IFN-γ水平分别低于相应单纯Ⅰ 期 、单纯Ⅱ +Ⅲ期患

者 ,说明 IFN-γ水平降低与肺气肿的发生有关。 IFN-γ具有抗感

染 、抗炎 、抗氧化作用 , 它促进巨噬细胞 、单核细胞介导的细胞

毒反应 ,协同清除病原体 , 对抗炎症细胞因子 , 促进抗氧化物

SOD等的生成[ 2 ,3] 。肺气肿的发生与呼吸道反复炎症及氧化应

激增强有关 , 煤工尘肺病人受致病粉尘刺激 , IFN-γ水平下降 ,

抗炎 、抗氧化作用降低 , 导致肺气肿的发生。

煤工尘肺与对照组比较 , CD4 比率下降 , CD8 比率上升 , 这

一结果与文献报道相符[ 4] ;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较对照组显著

升高 ,这与二氧化硅等粉尘针对人类淋巴细胞起超抗原作用 ,

促使其异常激活有关
[ 5]

。尽管 IFN-γ主要由激活的淋巴细胞产

生 ,但尘肺病人淋巴细胞计数显著升高并未导致 IFN-γ升高 , 这

可能由于尘肺病人淋巴细胞凋亡增加[ 6] , 正常生理功能受到影

响。因此 , 矽肺的治疗应考虑淋巴细胞功能的变化。 CD4 除协

助 B细胞产生抗体增强 T 细胞的杀伤作用外 , 还可促进巨噬细

胞的功能。煤工尘肺病人 CD4 降低 , 导致感染清除能力下降 ,

炎症反复发生 ,易患肺气肿。 Ⅰ 期 、Ⅱ +Ⅲ期合并肺气肿患者

CD4低于相应单纯Ⅰ期 、Ⅱ +Ⅲ期尘肺 , 可能是这些尘肺患者合

并肺气肿的原因。按不同分期及合并症分组 , CD8 、TLC 在各分

组比较中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二者在尘肺的发生中有重要作

用 , 但在病期进展及肺气肿的发生中作用不明显。

总之 , 职业粉尘刺激导致煤工尘肺患者细胞免疫功能降

低 , IFN-γ水平下降 , 从而促进了肺纤维化的发生 、 发展及肺

气肿的出现。淋巴细胞和 IFN-γ水平可作为矽肺早期诊断和疗

效观察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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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作业人群免疫指标变化初探
Primary study on immune indices in manganese workers

谢红卫 , 李东阳 , 唐国华 , 李纯颖 , 袁秀琴 , 童玲玲 , 龙斌 , 丰少龙
XIE Hong-wei , LI Dong-yang , TANG Guo-hua , LI Chun-ying , YUAN Xiu-qin , TONG Ling-ling , LONG Bin , FENG Shao-long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用原子吸收法测定锰作业人群发锰的含量 , 并测

定全血中免疫细胞和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接触高浓度

的锰导致人体发锰含量增高 , 其血中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

的水平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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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大量接触锰会引起体内锰含量过高 , 导致锰中毒。

锰的神经毒性 、 生殖毒性及对酶系统的影响逐渐被人们所重

视[ 1 ～ 3] , 但锰对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研究较少 , 本课题将对

此进行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最近 3 个月内未服用过免疫制剂 、 干扰免疫功能的

药物及接触影响免疫功能的其他因素 , 无免疫血液系统和感

染性疾病且文化程度 、 经济状况 、 生活习惯相近的锰接触工

人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选标准从某锰冶炼厂随机抽取 33 名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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