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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分别检测 100例非矽肺接

尘工人 , 54例Ⅰ期矽肺患者血清中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sICAM-1)的含量。经成组设计 t检验 , 两组研究对象在年

龄及接尘工龄上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sICAM-1

的含量在Ⅰ期矽肺患者血清中显著高于非矽肺接尘工人 (P<

0.05)。提示 sICAM-1可能是参与矽肺发生发展的重要免疫指

标 , 且在矽肺形成早期即呈现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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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发病机制相当复杂 , 近年研究提示 IL-1β、TNF-α等

炎性细胞因子可能参与了其发病机制 , 然而在 IFN- 、IL-1β、

TNF-α等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下 , 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solubleintercellularadhesionmolecule-1, sICAM-1)在内皮细

胞 、 成纤维细胞等细胞上的表达迅速上调 [ 1] 。本文通过测定

154例从事粉尘作业工人 (其中 100例为接尘对照组 , 54例

为Ⅰ期矽肺患者)的血清 sICAM-1的含量 , 以探讨sICAM-1在

矽肺形成早期的作用 。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矽肺组为 2007年经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确诊的Ⅰ期矽

肺患者 54例 , 男性 , 年龄 (49.3 ±6.7)岁。非矽肺接尘组

为同期进行健康体检的接尘工人 100例 (无尘肺), 男性 , 年

龄 (33.2±6.0)岁。

1.2　诊断标准

尘肺病诊断依据 GBZ70— 2002 《尘肺诊断标准》。

1.3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 离心半径 72

mm、 3 000r/min离心 10 min, 分离血清 , 保存于 -20 ℃。采

用 ELISA法测定血清中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试剂购自上

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 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 所用酶标

仪为奥地利产 , 型号 2010。

1.4　统计学分析

测量值用均数 ±标准差 (x±s)表示 , 两组均数比较采

用成组设计 t检验 , 所有统计采用 SPSS13.0软件包完成。

2　结果

2.1　Ⅰ期矽肺组与非矽肺接尘组平均年龄 、 接尘工龄的比较

Ⅰ期矽肺组与非矽肺接尘组平均年龄 、 接尘工龄经 t检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43, 0.072), 见表 1。

表 1　矽肺组与非矽肺接尘组平均年龄 、

接尘工龄的比较 (x±s)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接尘工龄 (年)

非矽肺接尘组 100 33.2±6.0 10.7±6.0

Ⅰ期矽肺组 54 49.3±6.7 23.5±7.4

2.2　Ⅰ期矽肺患者与非矽肺接尘工人血清中 sICAM-1平均含

量比较

Ⅰ期矽肺组 sICAM-1平均含量高于非矽肺接尘工人 , 经 t

检验分析 ,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4), 见表 2。

表 2　两组工人血清中 sICAM-1平均含量 (x±s)

组别　　 例数 sICAM-1 (ng/ml)

非矽肺接尘组 100 156.89±7.24

Ⅰ期矽肺组 54 204.54±14.09

3　讨论

细胞间黏附分子 (celladhesionmolecule, CAM)是一类

调节细胞与细胞 、 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间相互结合 , 起黏附作

用的膜表面糖蛋白。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属于 CAM免疫

蛋白超家族中的成员之一。细胞间黏附因子是介导炎症反应

的物质基础。但是它们在炎症表达水平不同 , 因此 , 检测细

胞黏附因子的水平 , 对于了解其在疾病中的作用及意义可能

有一定的帮助。矽肺是由于吸入游离二氧化硅导致的肺间质

纤维化 , 多种细胞因子和酶可能对其发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

构成了一个相互交错的细胞网络。近年来发现细胞间 sICAM-1

的黏附功能是其参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础 [ 2] 。

本次实验发现Ⅰ期矽肺患者血清中 ICAM-1表达显著高于非矽

肺的接尘工人 , 且矽肺组中有 33例患者的 sICAM-1含量高于

非矽肺接尘组的平均含量 [ (156.89 ±7.24)ng/ml] , 占

61.11% (33/54), 即超过半数的矽肺患者其 sICAM-1含量增

高 , 提示 sICAM-1有可能参与了矽肺发生的病理过程 , 而且

是在矽肺发生的早期就呈现显著变化。炎症细胞表面上的淋

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巨噬细胞抗原复合体-1与靶细胞表面

ICAM-1结合是炎症反应中不可缺少的过程。 有研究表明 , 特

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肺组织无论是在肺泡炎区还是在蜂窝肺区 ,

ICAM-1在肺血管内皮细胞 、 肺泡上皮细胞 、 肺泡巨噬细胞中

表达增强。一方面使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牢固结合在内皮

细胞及上皮细胞上 , 促进炎性细胞游走 , 进入炎症部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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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A声级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中规定的卫生

限值 , 结果见表 2。

表 2　噪声声级测量结果

车间　 工种 测量地点
接触时间

(h)

LAeq8h

(dB)

卫生限值

[ dB(A)]

机加 牛头刨 操作 8 83.5 85

机加 铣床 操作 8 74.5 85

机加 镗床 操作 8 73.2 85

机加 立车 操作 8 84.0 85

机加 卧车 操作 8 83.6 85

机加 磨床 操作 8 79.1 85

机加 钻床 操作 8 72.2 85

组装 钻床 操作 8 76.5 85

铸造 喷砂 操作 4 70.2 88

2.5　作业人员健康检查结果

该公司能按照职业病防治规定 ,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的劳动者 , 组织上岗前 、 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 结

果均未检出与职业相关性疾病。

2.6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2.6.1　防尘措施效果评价　该建设项目粉尘主要分布于喷

砂 、 混砂 、 造型 、 车床等工序。喷砂 、 混砂采取的主要防护

措施有设备密闭 , 避免直接接触 , 并结合生产工艺采取机械

通风除尘措施。对扬尘点设置吊钩式抛丸清洗机进行机械密

闭作业 , 并设置 PS-47、 PS-45除尘机 , 控制粉尘外逸。对放

散粉尘的车床生产过程 , 采用湿式作业;对可能产生粉尘的

工作场所与可能产生有毒物的工作场所分开布置 , 并且布置

在工作地点的自然通风的下风侧;机械通风装置的进风口位

置 , 设置在室外空气较洁净的地方。现场检测工作场所空气

中粉尘浓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说明粉尘防护措施合理 、 有

效。

2.6.2　防毒措施效果评价　该建设项目主要产毒岗位为打

磨 、 喷刷漆 , 喷漆车间安装了异步工业吸尘器;房顶还安装

抽风机 , 将喷刷漆漆雾由抽风机抽入循环水池过滤 , 将过滤

后的气体高空排放。由于采取机械通风装置将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在室外过滤排放 , 效果较好 , 并且通风管

道始终保持负压操作。 本次检测各种有毒物质浓度均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 , 说明该建设项目通风排毒设施可行 , 防毒效果

有效。

2.6.3　噪声控制效果评价　该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 , 各

岗位工人接触噪声的 8 h等效连续 A声级均符合 《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中的规定 , 说明噪声控制措

施合理有效。

2.6.4　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　该公司按有关劳动

保护用品发放规定 , 定期发放劳保用品 , 包括防尘面罩 、 防

毒面罩 、 口罩 、 工作服等 , 工人使用情况良好。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该建设项目选址 、 总平面布置 、 建筑物卫生学要求 、 生

产工艺 、 设备布局 、 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 采用的职

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 职业卫生组织

管理措施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 、

毒物浓度 (短时间接触浓度和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2— 2002)中规定的

相应接触限值的要求 , 工作地点各岗位工人接触噪声的 8 h等

效连续 A声级均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002)的要求。

3.2　建议

(1)制定劳动者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计划 , 普及职业

卫生知识 , 教育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

操作规程 , 会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 (2)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 应当

组织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 并将检查

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 (3)各类通风除尘排毒设施应定期维

护和管理 , 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工作环境清扫时应采

取水冲方式或使用吸尘器 , 防止二次扬尘;并加强噪声岗位

工人个体防护 , 可配备防噪耳塞或耳罩。 对高温作业岗位应

采取通风隔热措施。在炎热季节对高温作业工种的工人应供

应含盐清凉饮料 (含盐量为 0.1% ～ 0.2%), 饮料水温不宜高

于 15 ℃。 (4)对容易发生事故及危及生命的场所和设备 , 应

设置警示标识;对生产场所与作业地点的紧急通道和紧急出

口均应设置明显的标志和指示箭头。 (5)定期对其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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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30页)一方面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上

ICAM-1与 T淋巴细胞上的 LFA-1结合 , 提供 T淋巴细胞活化

所需要的共刺激信号。 活化的炎症细胞又分泌各种细胞因子

IL-1、 IL-6、 LTB4等 , 加重炎症反应 , 最终导致肺纤维化 [ 3] 。

另外 , 还有实验表明 , 降低大鼠肺组织中 ICAM-1的表达 , 可

减少肺内 Ⅰ 、 Ⅲ型胶原的表达 , 减轻肺泡炎和肺纤维化 [ 4] 。

结合以往研究结果 , 提示 sICAM-1在矽肺发生发展的意义值

得通过增大样本含量及增加各个期别的样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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