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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择接触煤尘 5、 10、 15、 20 年的各 50 名工人为

研究对象 , 另选 50名不接尘者作对照。 取工人静脉血测定血

浆NO、 SOD、 MDA 和 IL-6 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接尘组血浆

NO、 SOD和MDA水平同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P <0.01), 接尘组血浆 IL-6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提示

接触煤尘可能导致自由基和 IL-6 产生增多 , 并参与了煤尘对

机体的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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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和劳动条件的改善 , 人们越来越重视矽尘对机

体的损害 , 而器官功能损害的机制存在着许多学说 , 如自由

基学说和细胞因子学说等。本文测定接触煤尘工人血液中自

由基和白介素-6 (IL-6)的变化 , 以探讨煤矽尘对机体损害的

可能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市从事煤矿井下生产的男性工人 , 经体检排除心 、

肝 、 肺 、 肾和脑等器质性病变和煤矽肺的临床诊断 , 共筛选

出200名矿工 , 年龄 25 ～ 38 岁 , 平均 (31.4±4.8)岁。 根据

井下工人接触煤尘的时间分别将调查对象分为接尘 5、 10 、

15 、 20 年组 , 每组 50 名;另选不接尘且年龄相近的同期工作

的地面健康男工 50名为对照组。

1.2　方法

抽取空腹静脉血 3 ml用于测定血浆一氧化氮 (NO)、 超氧

化物歧化酶 (SOD)和丙二醛 (MDA), 所用试剂盒购于南京

聚力生物工程研究所;白细胞介素-6 (IL-6)含量的测定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IL-6 试剂盒由法国 Diaclone公司生

产。所有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 统计学处理采

用 u 检验或方差分析及q 检验。

2　结果

表 1可见 , 各接尘组血浆 NO 、 SOD、 MDA 和 IL-6 水平同

对照组比较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 P <0.01);接

尘组间血浆 NO、 SOD、 MDA 和 IL-6 水平 , 经方差分析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现为接尘时间越长 , 血浆 NO、

MDA 和 IL-6 水平越高 , 血浆 SOD水平越低。

表 1　各组血浆 NO、 SOD、 MDA 和 IL-6 水平变化

组别 NO(μmol/ L) SOD(U/ml) MDA(mmol/ L) IL-6(ng/ L)

对照组 38.3±7.8　 190.8±28.0　 4.5±0.7 9.2±6.3

接尘组

　 5年 41.8±7.7＊　 178.0±27.1＊　 4.8±0.8＊ 12.1±6.8＊

　10年 43.5±7.9＊＊ 172.7±26.9＊＊ 5.0±0.9＊＊ 14.9±7.5＊＊

　15年 46.4±7.6＊＊ 165.8±28.3＊＊ 5.4±1.0＊＊ 20.6±8.7＊＊

　20年 52.3±7.8＊＊ 151.5±29.6＊＊ 5.6±1.1＊＊ 25.7±9.9＊＊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 ＊＊P<0.01

3　讨论

一般认为煤矿井下工人如果防护不当 , 容易引发煤矽肺。

但近年发现机体的亚临床表现也逐渐突显 , 其他脏器的功能

损害逐渐增加[ 1 , 2] 。

接尘致机体损害的机制较多[ 3 ～ 5] , 一般认为巨噬细胞吞

噬大量游离煤尘颗粒时因呼吸爆发和坏死 、 崩解而产生的大

量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2
·)、 羟自由基 (OH·)等不断进入血

液 , 引发一系列自由基反应 , 引起生物膜的脂质过氧化反应

和各种炎症介质产生 , 导致连锁的一系列损害作用。同时 ,

相应的损伤区发生明显炎症反应和白细胞浸润 , 多种炎症细

胞 , 特别是多形核白细胞迅速激活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 ,

催化 NO 大量产生 , 高浓度的 NO 还通过与细胞中的含巯基中

心的酶结合使之失活 , 并与 O2
·结合 , 生成另一具强氧化作用

的超氧亚硝基自由基 (ONOO·)而产生细胞毒性作用 , 进一步

造成细胞坏死和组织损伤。 而氧自由基可与细胞各种成分 ,

如膜磷脂 、 蛋白质 、 核酸等发生反应 , 造成细胞结构损伤和

功能代谢障碍。此外 , 脂质过氧化的代谢终产物———MDA 可

使大分子物质发生交联 , 形成变性的高聚物 , 加重了有活性

的蛋白质变性 , 同时也造成体内的大分子的核酸和染色体破

坏。本研究结果显示 , 接触煤尘后机体产生了大量的自由基 ,

引起血浆中 MDA 和 NO 含量升高 , 并随着接尘时间增加而逐

渐增高 , 而血浆 SOD 活性逐渐下降。此结果也证实自由基参

与煤尘致机体的损害作用。

煤尘颗粒进入机体 , 可激活巨噬细胞 , 并产生一系列的

细胞因子 , 如白细胞介素-6 等。王明臣等报道煤工尘肺患者

IL-6 水平明显增高[ 6] , 尘肺越重 IL-6水平越高 , 认为其能诱导

胶原的合成 , 促进肺组织的纤维化 , 因此 IL-6 与煤工尘肺发

生发展有密切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 , 接尘各组工人 IL-6 水

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且与接尘时间有关 , 这提示 IL-6 可能

参与了接尘工人的器官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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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氯苯胺对小鼠睾丸中某些酶的影响
Effect of 2 , 3-dichloroaniline on activities of some enzymes in testis of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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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150、 300、 600 mg/kg 剂量小鼠灌胃染毒2 , 3-二

氯苯胺 , 测定小鼠睾丸匀浆上清液中还原性谷胱甘肽 (GSH)

的含量 、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以及乳酸脱氢酶 x (LDHx)

的活性。与对照组比较 , 低剂量的2 , 3-二氯苯胺对小鼠睾丸

GSH含量以及 SOD 酶活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随着2 , 3-二氯

苯胺染毒剂量增加 , GSH 含量和 SOD 酶活性显著升高 , LDHx

酶活性显著降低。提示2 , 3-二氯苯胺对小鼠睾丸组织中的某

些酶活性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2 , 3-二氯苯胺;小鼠;睾丸;还原性谷胱甘肽;

超氧化物歧化酶;乳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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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二氯苯胺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原料中间体 , 广泛应用

于农药 、 医药 、 染料 、 感光材料等化工行业。其中间产物较

稳定而不易降解 , 在土壤 、 水体环境中可较长时间残留 , 对

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已引起极大关注[ 1, 2] 。研究表明 , 二氯苯

胺类化合物能够影响鱼类雄性激素的分泌[ 3] 。 本实验初步研

究了2 , 3-二氯苯胺对小鼠睾丸组织中某些酶活性的影响 , 从

而探讨该化合物对小鼠雄性生殖系统功能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染毒

本实验选用军事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昆明种 1 月

龄雄性小鼠 , 体重 35 ～ 40 g , 许可证号:SCXK- (军)2002-

001。2 , 3-二氯苯胺购自 Fluka公司 (编号 35160)。

将动物随机分为 5 组:空白对照组 、 溶剂对照组以及低 、

中 、 高剂量染毒组。本实验用玉米油作溶剂 , 灌胃染毒。染

毒剂量:高剂量 600 mg/kg、 中剂量 300 mg/ kg、 低剂量 150

mg/kg 。每日 1次 , 连续给予受试物 7 d 后 , 测定二氯苯胺对

小鼠各脏器质量的影响以及对睾丸组织匀浆上清液中某些酶

活性的影响。

1.2　小鼠睾丸匀浆上清液的制备

将小鼠脱颈处死 , 取睾丸 , 剥去被膜 , 按生理盐水与睾

丸 10∶1 的比例 , 玻璃匀浆器制成匀浆 , 8 000 r/min 离心 10

min , 取上清液用于测定还原性谷胱甘肽 (GSH)含量 、 超氧

化物歧化酶 (SOD)和乳酸脱氢酶 x (LDHx)的活性。

1.3　GSH含量及酶活性的测定

GSH 含量 、 SOD和 LDHx 的活性测定 ,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 检验 , 比

较染毒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的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剂量二氯苯胺染毒对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 染毒组小鼠体重有增加的趋势 , 但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脏质量在中 、 高剂量组显著

增加 , 但肝脏质量系数无显著变化;肾脏质量和质量系数均

无显著变化;睾丸质量系数有降低的趋势 , 但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不同剂量二氯苯胺对小鼠睾丸组织 GSH 含量 、 SOD 和

LDHx酶活性的影响

随着染毒剂量的增加 , GSH 含量有降低的趋势 , 但在高

剂量时略有回升;高剂量时 SOD 酶活性显著升高;随着染毒

剂量的增加 , LDHx酶活性显著降低。见表 1。

表 1　不同剂量二氯苯胺对小鼠睾丸组织 GSH 含量 、

SOD和 LDHx酶活性的影响 (n=12)

组别　　
GSH　

(mg/ g prot)　

SOD

(U/mg prot)

LDHx

(U/mg prot)

空白组 55.37±3.62 6.155±0.734 92.50±11.81

溶剂组 52.52±3.18 6.179±0.382 70.74±7.97

染毒 150 mg/ kg 组 42.48±5.06 6.388±0.976 54.49±7.68

染毒 300 mg/ kg 组 43.51±3.17 5.939±0.542 41.35±10.32＊

染毒 600 mg/ kg 组 48.75±6.96 6.835±0.817＊ 47.55±9.24＊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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