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温敏感性与振动性血管损伤之间的关系。

手传振动可对接振工人健康造成多种危害 , 其中

振动性血管功能损伤是主要危害 , 而血管内皮物质紊

乱是振动性血管损伤的重要生化机制
[ 7, 8]
。接振后机

体内皮细胞大量破坏 , 外周血管机能发生异常 , 出现

收缩 、 痉挛等症状 , 严重时可发生振动性白指
[ 9]
。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 各组家兔在接振后均出现 ET、

AngⅡ升高 , NO浓度降低 , 这种血管内皮活性物质

的紊乱 , 表明振动对家兔的血管功能造成了损伤。

各低温敏感组接振后血浆中 ET、 AngⅡ以及 NO

浓度的测定和分析还表明 , 不同敏感组间各指标的变

化程度不一 , 无论按 ET浓度还是 SCV进行的低温敏

感性分组 , 低敏感组 、中敏感组 、高敏感组的各项血

管内皮活性物质变化依次增大 , 提示随着低温敏感度

的增强 , 家兔的振动性血管损伤的程度也在加大 , 而

将低温敏感性指标与振动性血管功能损伤指标进行简

单线性相关分析发现 , 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该

结果提示 , 对低温敏感的家兔 , 对振动也较敏感 , 即

在相同的振动负荷下 , 高敏感家兔易发生振动性血管

损伤。这种相关性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低温 、振动

均可导致交感神经功能亢进 , 而后者可促进 ET的合

成 、分泌;低温 、振动均可启动内皮细胞凋亡 , 而内

皮细胞凋亡是 ET合成的刺激因素
[ 10]
。其确切的机制

尚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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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白内障 32例临床分析

陈捷 , 陈克宽 , 梁启荣 , 李航天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广西 南宁　530021)

　　我院 2003年曾对某地区 10多家医院放射科医技人员进

行体检 , 共检查 1836人 , 发现 32例放射性白内障 , 并收住

院临床观察 , 随后连续动态观察 5年 , 现将观察分析结果报

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32例均为医院放射科医师和技师 , 男 29例 、 女 3例 , 年

龄 34 ～ 60岁 (平均 47岁), 既往身体健康 , 无视觉障碍病

史。接触 X射线工龄 10 ～ 36年 (平均 23年), 工作场所有一

般防护设备 , 如防护椅 、 铅围裙 、 铅手套和铅屏风 , 但均未

戴铅防护眼镜 , 医院轮换使用 30、 100、 200和 400 mAX线

机 , 根据每人的工作情况 , 当地卫生监督所作了接触剂量评

估 , 认为个人累积剂量均在 2 Gy以上。

2　临床表现

患者均有轻度的头痛 、 头晕 、 乏力 、 失眠 、 记忆力减退 、

脱发等类神衰症候群 , 其中视力下降 20例 , 占 62.5%;视物

模糊 27例 , 占 84.4%;视物疲劳 4例 , 占 12.5%;眼前飞蚊

症 8例 , 占 25%。

本组所有病例双侧晶状体裂隙灯检查 , 均发现晶状体后

极部后囊下皮质内有细点状或索状混浊 , 并排列成环形 , 有

的伴有空泡 , 个别病例赤道部或前囊下皮质亦有混浊 , 少数

病例合并有玻璃体混浊 , 其余外眼 、 结膜 、 虹膜 、 眼底及眼

压均无异常 , 全身其余各脏器检查亦无特殊改变。实验室及

物理检查结果均正常 。

根据 GBZ95— 2002《放射性白内障诊断标准》, 32例均可

诊断为职业性放射性白内障Ⅰ期 ,所有病例诊断后脱离接触放

射作业 , 动态观察 5年 ,未发现白内障有减轻和加重改变。

3　讨论

眼晶状体对电离辐射有较高的敏感性 , 受到一定剂量照

射后 , 经一定的潜伏期 , 会产生眼晶状体混浊 , 进一步发展

形成放射性白内障。据文献报道 , 电离辐射引起晶状体混浊

的潜伏期最短者 9个月 , 最长者 12年 , 平均 2 ～ 4年。医用 X

射线工作者晶状体混浊发生率为 30.43% ～ 90.64%, 白内障

的发生率为 0.12% ～ 1.88%, 晶状体混浊程度与剂量大小呈

正向关系。本组病例发病率为 1.74%, 与之接近。本组病例

除 2例为接触射线 10年发病外 , 其余均在 20年以后发病 ,

潜伏期较长。通过 5年动态观察 , 晶状体白内障改变是不可

逆的 , 脱离接触后无明显加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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