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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镉水平对纯母乳喂养婴儿身高和体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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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评价母乳镉水平对纯母乳喂养婴儿身高和体重的可能影响。方法　于 2002年 11月至 2003年 1月选

择湖北省大冶市镉污染地区的待产孕妇。测量分娩前孕妇的身高 、 体重和新生儿的身高 、 体重;收集孕妇分娩后 6个

月时的母乳 , 并测量纯母乳喂养的婴儿身高 、 体重。根据母乳镉水平 , 分为母乳镉正常组和高镉组 , 比较母乳镉正常

组和高镉组的 6个月婴儿的身高和体重的差异。结果　高母乳镉组 6个月的婴儿身高为 (63.52±1.58)cm, 母乳镉

正常组为 (66.08±1.66)cm,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高母乳镉组婴儿体重为 (7 450 ±652)g,

低于母乳镉正常组 (8 195±668)g,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 母乳镉水

平与 6个月的婴儿身高和体重呈负相关。结论　母乳镉水平的增高可明显降低纯母乳喂养婴儿的身高和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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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cadmiumlevelinbreast-milkonexclusivebreast-feededinfants' heightandweight
GUJin-long, ZHAOYong-cheng＊ , TIANLi-li, WANGJi-xian, LIUQiang

(InstituteofRadiationMedicine, ChineseAcademyofMedicalSciences, Tianjin30019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evaluatethepotentialeffectofbreastmilkcadmiumlevelonexclusivebreast-feededinfants'

heightandweight.MethodsPregnantandlabor-waitingwomenwereselectedfromcadmium-pollutedareainDayecityofHubei

ProvinceduringNovember2002 andJanuary2003.Thewomenwerefirstlymeasuredforheightandweightbeforedelivery, the

newbornswerealsoexaminedfortheirbirthheightsandbirthweights;sixmonthslaterafterdelivery, collectingthemilkofpost-

partumwomentodetectthecadmiumcontent;andmeasuringtheexclusivebreast-feedinginfants' heightsandweightsagain.

Then, accordingtothecadmiumlevelsofbreastmilk, theinfants' heightsandweightswerecomparedwiththatofnormalcad-

miumbreastmilkfeededinfants.ResultsInfants' heightinhighcadmiumbreast-milkgroupwas(63.52±1.58)cm, normal

cadmiumbreastmilkgroupwas(66.08 ±1.66)cm, therewassignificantdifference(P<0.01).Infants' weightofhigh

cadmiumbreast-milkgroupwas(7 450±652)g, alsolowerthanthatofnormalcadmiumbreast-milkgroup(8 195±668)g,

P<0.05.Multiplelinearregressionsshowedthatbreastmilkcadmiumlevelwasnegativelyassociatedwith6 monthinfant s

heightandweight.ConclusionTheincreasedcadmiumlevelsinbreast-milkmaysignificantlylowerthebody-heightandweight

inexclusivebreast-feeded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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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镉 (Cadmium, Cd)是一种能在人体和环境中长

期蓄积的有毒重金属元素 , 可以通过生物链转移到人

体 , 人体对环境中镉的暴露主要经消化道摄入 。国际

癌症研究署 (IARC)把镉归类为第一类人类致癌物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也把镉列为重点研究的

环境污染物
[ 1]
。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的典型例子当

属 20世纪 50 ～ 60年代日本发生的 “痛痛病 ”。

在世界范围内 , 镉污染的早期流行病学调查主要

在欧美的职业接触工人和日本镉污染区人群中进行。

我国工业性环境镉污染开始于 1960年前后 , 人群健

康危害调查研究主要在 20世纪 80 ～ 90年代期间 , 90

年代后 , 我国对镉污染的人群健康危害研究开展不

多 , 仅在少数污染区进行过居民健康危害的调查。但

是国内外研究中有关镉对婴儿生长发育影响的报道不

多 。本研究目的是评价母乳镉水平对纯母乳喂养的婴

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1　方法

1.1　研究地区

研究现场选在湖北省大冶市。该市的某有色金属公

司冶炼厂已建成近 40年 , 以铜精矿为原料生产粗铜 ,

排出的污染物以镉为主。本次调查选择位于该厂南侧约

2km的 A乡和该厂东南侧约 30 km的 B乡 , 当地的主

导风向东南风。该厂的废水通过灌渠排入南侧的湖中。

1.2　研究对象

1.2.1　纳入标准 　所选婴儿均为 2002年 11月至

2003年 1月期间出生 , 单胎 , 出生到 6个月龄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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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母乳喂养 。

1.2.2　排除标准　将婴儿出生至 6个月龄期间发生

病理性黄疸或者有出生缺陷的对象剔除;喂养方式为

混合喂养或人工喂养的对象剔出。

1.3　研究措施

1.3.1　问卷调查　由当地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以及本

研究组成员经统一培训后参加本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

婴儿出生前孕妇的年龄 、 孕次 、身高和产前体重的测

量 。孕妇身高和产前体重测量要求脱去鞋子 、 着单

衣 , 身高精确到 0.50cm, 体重精确到 0.50kg。

1.3.2　婴儿身长和身高测量　由固定医师按国家统

一的标准方法和计量器具进行测量。

1.3.3　母乳的采集 、 保存和测定　由专人负责于固

定时间收集乳汁 (15 ml)置于带盖试管 , 存放在

-20 ℃冷冻保存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ICP-MS)集中分析测定乳汁中的镉含量 。样品采集

和测定过程中使用的试剂均为优级纯 , 容器等器材用

1∶1HNO3浸泡过夜后 , 用去离子双蒸水冲洗 。

1.4　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 , 采用 SAS9.1软件

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统计分析 。多因素回归分析中设

定进入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 0.15, 保留在模型的显

著性水平为 0.10。

2　结果

2.1　母乳镉分组

以母乳镉 0.34μg/L水平为标准
[ 2]
, 母乳镉超过

0.34μg/L为高母乳镉组 , 不高于 0.34 μg/L为正常

组 。本调查 50例入选婴儿其中 32例来自 A乡 , 29

例婴儿母乳镉超过正常值范围;18例来自 B乡 , 其

中有 3例母乳镉超过正常值 。高母乳镉组共计 32例 ,

镉水平为 (0.57±0.18)μg/L, 母乳镉正常组有 18

例 , 镉水平为 (0.22 ±0.07)μg/L, 两组 t检验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t=-7.99, P<0.001)。

2.2　母乳镉对婴儿身高 、体重的影响

50例婴儿其中男婴 31例 , 女婴 19例 。所有婴

儿发育均正常 , 未发现出生缺陷。高母乳镉组婴儿身

高低于母乳镉正常组 (t=7.03, P<0.01), 高母乳

镉组婴儿体重低于母乳镉正常组 (t=3.97, P<

0.05), 见表 1。
表 1　母乳镉水平对婴儿身高和体重的影响

生长发

育指示

高母乳镉组

例数 x±s

母乳镉正常组

例数 x±s
　t值 P值

身高 (cm) 32 63.52±1.58 18 66.08±1.66 7.03 0.009

体重 (g) 32 7 450±652 18 8 195±668 3.97 0.017

　　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 从回归系数来看 , 其

中母乳镉与婴儿身高呈负相关 (t=3.339 4, P<

0.05), 母乳镉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婴儿身高可平均

降低 2.27 cm(表 2);母乳镉与婴儿体重呈负相关

(t=3.533 6, P<0.05), 母乳镉水平每增加一个单

位婴儿体重可平均降低 15.05g(表 3)。
表 2　婴儿身高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母乳镉 (μg/L) -2.265 2　 2.267 5 3.3394 0.0284

孕妇年龄 (岁) -0.341 0　 0.138 4 0.0265 0.9129

孕妇身高 (cm) 0.288 4 0.176 3 1.8384 0.4387

孕妇产前体重 (kg) 0.248 2 0.428 8 0.3341 0.5998

孕周 0.246 7 0.465 8 0.3019 0.6047

新生儿身高 (cm) 0.103 8 0.746 9 0.0174 0.8769

新生儿体重 (kg) 0.000 8 0.000 7 1.3782 0.2652

表 3　婴儿体重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母乳镉 (μg/L) -15.047 6　 6.582 3 3.5336 0.0412

孕妇年龄 (岁) -0.280 2　 0.197 8 2.6729 0.1579

孕妇身高 (cm) 0.248 9 0.070 7 10.959 0 0.0009

孕妇产前体重 (kg) 0.155 6 0.134 9 2.5336 0.0014

孕周 0.182 0 0.267 9 0.4612 0.4917

新生儿身高 (cm) 0.210 4 0.240 8 0.6109 0.8934

新生儿体重 (kg) 0.000 4 0.000 3 1.2901 0.2560

3　讨论

身高 、 体重是评价婴儿生长发育的重要指标。婴

儿的生长发育受遗传 、后天营养和疾病等因素的影

响 , 一般认为遗传因素对 5岁以内儿童无重大影

响
[ 3]
, 而后天因素中以喂养方式 (营养)最为重要。

母乳是婴儿最安全 、 最科学的天然食品 , 但是如果孕

妇母乳镉高出正常值范围 , 胎儿分娩后 , 由于镉可以

自乳汁中排出
[ 4]
, 乳汁中的镉成了婴儿镉的主要来

源之一 , 那么婴儿从一出生就暴露在毒性元素的影响

下 。有文献报道 , 哺乳期大鼠染镉 , 其乳汁中镉浓度

是血浆镉浓度的 2 ～ 6倍
[ 5]
。而奶粉中镉的含量明显

高于鲜牛奶 4倍左右 , 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

重金属污染 , 对某些痕量元素存在着富集作用
[ 6]
。

母乳中镉的水平可以非常接近地反映其机体镉的负

担 , 母乳镉的增加可能会影响母乳中钙的分泌
[ 7]
。

所以提倡纯母乳喂养 , 应该在孕妇怀孕及哺乳期对其

体内各种毒性元素进行检测 , 才能使婴儿更好地成

长 。

本次调查中 , 所有入选婴儿在出生到 6个月这段

时间均为纯母乳喂养 , 选择 6个月龄的纯母乳喂养的

婴儿作为本研究的对象 , 是参照国外大量文献的观

点 , 他们认为纯母乳喂养的合理时间就是婴儿出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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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的这段时间
[ 8]
。纯母乳喂养的婴儿主要通过母

乳获得营养成分 , 人工喂养的奶粉中会有镉的影响 ,

本课题研究镉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 所以人工喂养

的婴儿列为剔除对象 。结果显示 , A乡的孕妇母乳镉

超标人数多于 B乡 , 按母乳镉水平分组后 , 高镉组

婴儿身高和体重显著低于正常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

析表明 , 在剔除母亲身高 、体重 、孕周 、 婴儿出生时

身高等因素的影响 , 6个月大的婴儿身高与母乳中镉

的含量呈负相关 。 6个月大的婴儿的身高和体重随着

母乳中镉水平的增高而显著下降 , 可见镉对婴儿生长

发育的危害性。近年来 , 以前大量用于电镀的镉 , 现

在更多地用于电池和电子业 , 致使回收困难 , 增加了

污染环境的机会
[ 9]
,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减少婴儿

接触镉的机会 , 为婴儿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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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肝胆疾病患者血清总胆汁酸 、
前白蛋白检测的临床意义

崔军阳

(沈阳市脑科医院 , 辽宁 沈阳　110041)

　　由于检验方法的改进和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使用 , 血清总

胆汁酸 、 前白蛋白水平作为反映肝实质和肝功能损伤较新的

指标被临床采用。本文就两者在肝胆疾病患者中的价值作一

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 2004年 1 ～ 12月间住院病人中随机选取 400

例 , 年龄 20～ 65岁 , 其中原发性肝癌 (PLC) 288例 、 肝硬

化 13例 、 胆囊癌 22例 、 肝血管瘤 21例 、 胆结石 56例 , 以上

病例在住院期间均已明确诊断。

1.2　方法　总胆汁酸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采用上海

景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盒 , 前白蛋白采用芬兰 ORION公

司试剂盒 , 白蛋白采用德国宝灵曼公司试剂盒 , 用日本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空腹采集静脉血 , 取血清测定。

2　结果

2.1　血清总胆汁酸与 ALT测定结果比较 (表 1)

2.2　血清前白蛋白与白蛋白测定结果比较 (表 2)

3　讨论

恶性肝胆疾病 PLC、 肝硬化 、 胆囊癌患者血清中的总胆

汁酸异常率分别为 37.5%、 100%、 59.1%, 较良性肝胆疾病

如肝血管瘤 、 胆结石患者增高 (4.8%、 8.9%), ALT异常率

表 1　血清总胆汁酸 、 ALT测定结果

分组 n　

总胆汁酸 (μmol/L)

范围　　
异常

n　 %

ALT(U/L)

范围　　
异常

n　 %

PLC 288 1.4～ 320 108 37.5 19.3～ 1 962 243 84.4

肝硬化 13 20.4～ 134 13 100　 37.0～ 285 2 15.4

肝血管瘤 21 104～ 175 1 4.8 39.1～ 1 349 18 85.7

胆囊癌 22 0.7～ 410 13 59.1 18.9～ 475 18 81.8

胆结石 56 30～ 106　 5 8.9 16.4～ 186 35 62.5

表 2　血清前白蛋白 、 白蛋白测定结果

分组 n　

前白蛋白 (mg/dl)

范围　　
异常

n　　 %　

白蛋白 (g/L)

范围　　
异常

n　　 %

PLC 288 2.2 ～ 24 210 72.9 27～ 46 63 21.9

肝硬化 13 6.1 ～ 15.4 13 100　 26～ 42 2 15.4

肝血管瘤 21 　12 ～ 27 8 38.1 38～ 48 0 0

胆囊癌 22 7.3 ～ 27 21 95.5 26～ 45 9 40.9

胆结石 56 　10 ～ 233 20 35.7 34～ 47 7 12.5

除肝硬化较低外 , 其他无显著变化 。因而可看出在诊断良恶

性肝胆疾病中 , 总胆汁酸测定有较好的特异性 , 尤其是 13例

肝硬化患者的总胆汁酸均异常 , 这是否反映了总胆汁酸对肝

硬化有很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 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PLC、 肝硬化和胆囊癌患者前白蛋白异常率高于其他疾

病 , 分别为 72.9%、 100%、 95.5%, 而肝血管瘤 、 胆结石也

达到 38.1%、 35.7%, 白蛋白测定异常率较低。我院患者均

有显著的手术治疗指征 , 因而可看出前白蛋白作为一种急性

相反应蛋白 , 能很灵敏地反映肝功能损伤情况和机体的应激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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