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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熔化作业工人尿 mAlb、 NAG、 α1 -MG水平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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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收集某铝厂职工基本资料 , 选择碳素分厂生阳极

车间接触沥青烟作业工人 53名作为观察组 , 其中男 46名 、 女

7名 , 年龄 25 ～ 55岁 , 平均 (38.2±9.9)岁;接触工龄 3 ～

26年 , 平均 (11.4±8.0)年。另外选择本厂年龄 、 性别 、 工

龄相仿 , 尿常规各项均呈阴性的行政管理职工 47名作为对照

组 , 分别测定尿 mAlb、 NAG、 α1-MG水平。 结果观察组

mAlb、 α1-MG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mAlb、 NAG、 α1-MG水平与接触工龄均呈正相关 (P

<0.01);mAlb与 α1-MG呈正相关 (P<0.01), mAlb与

NAG无明显相关 (P>0.05)。提示长期接触沥青烟对作业工

人的肾脏功能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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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烟是一种在铝电解 、 碳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空

气污染物 , 其主要成分为多环芳烃化合物 (PAHs)。 1933年

英国学者 Cook首次从 PAHs中分离出苯并 (a)芘 (BaP),

相关动物实验和流行病学资料均证实它具有极强的人体致癌

性 , 因此常作为 PAHs的代表 [ 1] 。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于沥青

烟对肺组织影响的研究 , 本文在实验研究 [ 2]的基础上 , 检测

了沥青烟作业工人尿 mAlb、 NAG、 α1-MG的水平 , 探讨其对

作业工人肾功能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某铝厂职工基本资料 , 选择碳素分厂沥青熔化工段

工人 53名作为观察组 , 其中男 46名 、 女 7名 , 年龄 25 ～ 55

岁 , 平均 (38.2±9.9)岁 , 接触工龄 3 ～ 26年 , 平均 (11.4

±8.0)年。 经尿常规检查 , 尿蛋白阳性者 9名 、 阴性者 44

名。另外选择本厂不接触沥青烟的行政管理职工 47名作为对

照组 , 其中男 39名 、 女 8名 , 年龄 23 ～ 54岁 , 平均 (34.1±

8.3)岁 , 工龄 2 ～ 29年 , 平均 (14.1±9.4)年;尿常规检

查各项均呈阴性。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 、 工龄 、 性别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

1.2　作业环境监测

分别在沥青熔化罐底部 、 中部 、 顶部各选取 4个采样点 ,

每个采样点放置 2 台采样器 , 流量 0.5 L/min, 连续采样

20 min,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车间空气中沥青烟浓度。该工

段实行三班轮换制度 , 在一个工作日的 8:00、 16:00、 0:00各

监测一次。按照一个工作日中熔化罐底部 、 中部 、 顶部沥青

烟平均浓度及工人停留时间计算该作业环境中沥青烟时间加

权平均浓度 (TWA)。 参考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GBZ2— 2002)时间加权平均浓度(TWA),煤焦油沥青挥

发物(按苯溶物计)为 0.2 mg/m3。

1.3　检测方法

1.3.1　试剂和仪器　尿常规试剂购自广州市花都高尔宝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 采用爱若科 500型尿液分析仪检测。尿微量白

蛋白 (mAlb)、 尿 N-乙酰 β-D-氨基葡萄糖苷酶 (NAG)、 尿肌

酐 (Cr)试剂购自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采用日立

7170S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尿 α
1
-微球蛋白 (α

1
-MG)采

用美国贝克曼 (Beckman)仪器公司出品的全自动组合仪器测

定 , 采用仪器配套试剂。

1.3.2　方法　留取清晨随意尿 15 ml, 其中 5 ml用于尿常规

检测 , 10 ml离心取上清 , 用于测定 mAlb、 NAG、 Cr、 α1-

MG。 mAlb和 α
1
-MG采用免疫比浊法 , NAG和 Cr采用比色法

测定。 mAlb和 NAG用 Cr值校正 , 分别以 mg/mmolCr和 U/

mmolCr为单位 , α1-MG的单位为 mg/dl。

1.4　统计分析

以 SPSS13.0软件建立数据库 , 对两组间的年龄 、 工龄采

用 t检验;mAlb、 NAG、 α
1
-MG水平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

(Mann-WhitneyU);接触工龄与 mAlb、 NAG、 α1-MG的相关

性及 mAlb与 NAG、 α1-MG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秩相关法。

2　结果

2.1　作业环境监测结果

该作业环境中沥青烟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为 4.9

mg/m3 , 超过国家标准。

2.2　两组 mAlb、 NAG、 α1-MG水平的比较

观察组 mAlb、 α
1
-MG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1);NAG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见表 1。

2.3　尿常规蛋白定性组与对照组 mAlb、 NAG、 α1-MG水平

的比较

尿蛋白阳性组 mAlb、 α
1
-MG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P<0.01)。尿蛋白阴性组 mAlb水平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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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P<0.05;α
1
-MG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 P<0.01,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尿蛋白阳性 、 阴性组 NAG水平与对照组比

较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 mAlb、 NAG、 α1-MG水平的比较 (M)

组别 受检例数
mAlb

(mg/mmolCr)

NAG

(U/mmolCr)

α1-MG

(mg/dl)

观察组 53 0.97＊＊ 0.40 2.48＊＊

对照组 47 0.58 0.28 0.85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P<0.01;M———中位数 , 下表同。

表 2　尿蛋白阳性 、 阴性组与对照组 mAlb、 NAG、

α1-MG水平的比较 (M)

组别 受检例数
mAlb

(mg/mmolCr)

NAG

(U/mmolCr)

α1-MG

(mg/dl)

尿蛋白阳性组 9 1.04＊＊ 0.46 3.27＊＊

尿蛋白阴性组 44 0.94＊ 0.39 2.15＊＊

对照组　　　 47 0.58 0.28 0.85

2.4　接触工龄与 mAlb、 NAG、 α1-MG水平的相关性

mAlb、 NAG和 α1-MG均与接触工龄呈正相关 (P<

0.01)。 mAlb与 α1-MG呈正相关 (P<0.01);mAlb与 NAG

无明显相关性 (P>0.05)。

3　讨论

本文通过测定尿 mAlb、 NAG、 α1-MG水平 , 观察沥青烟

能否引起作业工人肾功能的改变。尿微量白蛋白指常规方法

无法检出的白蛋白尿 , 可见于大多数小管间质疾病。 NAG是

广泛存在于体内的一种重要的溶酶体酶 , 近端肾小管上皮细

胞中含量丰富 , 尿 NAG升高主要反映肾小管损伤。 α1-MG是

一种低分子蛋白 , 能自由通过肾小球滤膜 , 多为近曲小管重

吸收并分解代谢 , 它于尿中出现是判断肾近曲小管损害的早

期诊断标志 [ 3 , 4] 。本文发现 , 观察组 mAlb、 α1-MG水平升高 ,

且 mAlb与 α1-MG呈正相关 , 提示沥青烟可能对作业工人肾功

能有一定的影响。接触工龄与 mAlb、 NAG、 α1-MG水平均呈

正相关 , 说明接触工龄越长 , 沥青烟作业工人肾损害越明显。

观察组尿蛋白阳性者 、 阴性者 mAlb、 α1-MG水平均升高 , 提

示 mAlb、 α1-MG作为肾损害早期检测指标优于常规蛋白定性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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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烯职业暴露人员血中一氧化氮含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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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测定 53名苯乙烯作业人员和 65名对照人员血中

NO含量 , 结果苯乙烯接触组 NO含量低于对照组 (P<

0.05), NO含量与苯乙烯的接触累积剂量呈负相关 , 提示苯

乙烯可能对血管产生不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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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烯为应用广泛的高分子材料 , 也是近期引起关注的

大气污染物之一。过去一直认为它是低毒性的 , 但近年研究

发现 , 苯乙烯可造成人体神经 、 免疫 、 生殖和肾脏等损伤。

有研究表明 , 苯乙烯接触者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率高于对照

组 , 且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本文拟通过苯乙烯职业暴露人员血

中一氧化氮(NO)含量的分析 , 探讨苯乙烯对心血管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苯乙烯接触人员 53名 , 平均年龄 (38.0±8.1)岁 ,

平均工龄 (3.7 ±4.5)年;另选同一地区 、 无毒物接触史的

人员 65名为对照组。两组间的年龄 、 吸烟 、 饮酒情况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且同时排除了既往有心血管 、 神经 、 内分泌疾

病史者等。

1.2　方法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 2007)进行

职业健康检查。作业场所苯乙烯的采样和测定分别按照

GBZ159 《工业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和

GBZ/T160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进行。 NO含量测

定采用硝酸还原酶法 (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数据经 SPSS11.0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2　结果

车间空气中苯乙烯浓度(TWA)为(44.84±10.78)m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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