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而促进 _BB的大量分泌' JSTS等研究表明)$'* % 患者的焦虑
程度与 _BB浓度正相关' RS:;5 等)$%*研究认为应激不能控制

或被动应付时% _BB活性增强" 相反% 应激可以控制或主动
应对时% 其活性降低'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情感耗竭和人格
解体越严重% 职业枯竭程度越高% _BB浓度越高' 提示% 护
士长期的职业枯竭会造成 _BB浓度的升高' 研究结果符合慢
性应激产生的因果解释% 也符合应激的生理学机制'

综上所述% 以女性为主的护士是职业枯竭的高发人群%
职业枯竭对 _BB浓度有影响% 提示 _BB可作为识别与评价职
业枯竭的潜在客观指标' 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 如研究对象
仅为乡镇卫生院的护士% 不能代表我国护士人群的总体% 今
后应增加样本量% 在各省( 市( 县等分层整群抽取样本进行
重复研究% 以检验本次研究的普遍性意义' 此外% 本研究为
横断面调查% 所得出结果仅仅说明职业枯竭与 _BB水平有一
定的相关性% 尚难以做出因果关系的推论% 今后应进行前瞻
性的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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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支气管灌洗液中新喋呤( Y*/!$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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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Y_B法测定 )@ 例矽肺患者 #壹期 ,% 例( 贰
期 "$例( 叁期 $"例$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RB*O$ 中新喋呤
#JKT$ 和Y*/$"的含量% 随机选取 "# 例工龄工种相似但未确
诊矽肺的患者作为对照' 矽肺各期RB*O中JKT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 #7g#=#$$" 贰期组高于壹期组( 低于叁期组 #7g
#=#%$' RB*O中 Y*/$" 水平矽肺各组均高于对照组 #7g
#=#$$" 贰( 叁期组均高于壹期组 #7g#=#$$% 叁期组低于贰

期组 #7c#=#%$' 随着接尘工龄的增加Y*/$"与JKT水平呈下
降趋势% 二者可能具有协调作用并呈正相关' 联合监测矽肺
患者RB*O中JKT和Y*/$"的浓度对矽肺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新喋呤" Y*/$"" 矽肺"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C#"#$)$#"&#$,%&#,
!"#! $#?$,),$D9?;>E2?4FFGGH?"#$)?#"?#"#
矽肺的发生( 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 其

中氧化应激所致的巨噬细胞损伤( 免疫系统活化所致的细胞
因子和炎症介质的大量分泌是矽肺发生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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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喋呤 #>PSKTPW2>% JKT$ 是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释放的一种
低分子化合物% 是评价免疫系统激活( 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
的重要标志物)$* ' Y*/$" 主要由激活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因
子% 引发\M$型细胞免疫反应' 新近研究表明)"* % 多种细胞
因子在矽肺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本文探讨了矽肺患者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 7WS>;5S13XPS31W31X1FPU362<% RB*O$ 中
JKT和Y*/$"的表达水平% 以期为患者的病情评估提供帮助'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随机选取我院 "#$$年 )月至 "#$,年 $月住院治疗的矽肺
患者 )@例% 其中% 壹期 ,%例( 贰期 "$例( 叁期 $"例% 年龄
,, )̀@ #'@=(f'=$$ 岁% 接尘工龄 % "̀( #$"=(f(=,$ 年' 同
时随机选取 "# 例工龄工种相似但未确诊矽肺的患者作为对
照% 年龄 ," )̀% #')=-f@=,$ 岁% 接尘 ' "̀( #$$=@f'='$
年' 所选对象均为男性% 无心( 肝( 肾等器质性病变及结核
等疾病% 无吸烟史' 经统计学分析% 两组年龄及接尘时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肺灌洗方法及标本采集

常规纤支镜气道检查后在活检刷检前做 RB*' 术前 ,#
02>肌内注射阿托品 #=% 0F% 安定 " 03% #=%^的丁卡因 , 03
咽喉部表面麻醉' 按纤支镜操作规程% 纤支镜到达灌洗部位
后% 按 "# ,̀# 03D次的灌注量% 注入 ,( ]生理盐水反复灌洗%
并用负压回收% 总量一般为 "## '̀## 03% 每次灌洗一个肺叶'
将收集到的RB*O混匀后取 ,# 03于离心管中% $@## "̀### WD
02>离心 $# 02>% 取上清液置于&"# ]冰箱中备检'
!#%!实验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Y_B$ 双抗体夹心法测定 JKT和
Y*/$"的含量% 试剂盒为美国\_L公司生产% 严格按照说明书
操作'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_I__$(=#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以 #$Bf>$
表示% 统计分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S>P/V1GBJ[dB$% 其两
两比较采用 D检验% 检验水准 !m#=#%% 7g#=#%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矽肺患者与对照组RB*O中JKT和Y*/$"水平的变化

表 $显示% 矽肺各期组RB*O中JKT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 #7g#=#$$' 贰期矽肺高于壹期组 #7g#=#$$% 低于叁期
组 #7g#=#%$%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RB*O中 Y*/$" 水平
矽肺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7g#=#$$' 矽肺贰( 叁期组均显著
高于壹期组 #7g#=#$$'
"表!!矽肺与对照组RB*O中JKT及Y*/$"水平的变化 #$Bf>$

组别 例数 JKT#>0S3D*$ Y*/$" #>FD*$

对照组 "# $@='%f$=%" %=""f#="@

壹期矽肺组 ,% ",=(-f"="'! )=)@f#='$!

贰期矽肺组 "$ ,#=@(f"=(-!# (=%-f#='%!#

叁期矽肺组 $" ,"=()f,=$)!# (=,'f#=,-!#

注! 与对照组比较% !7g#=#$" 与壹期组比较% #7g#=#$'

$#$!不同接尘工龄组JKT与Y*/$"水平的变化
将对照组( 矽肺组按接尘工龄分为g$# 年( $# "̀# 年(

c"#年 ,组% 进行JKT与Y*/$"水平比较% 结果见表 "' 经相关
分析显示% 矽肺患者RB*O中 JKT与 Y*/$" 两者呈正相关% 相
关系数&m#=%#@% 7g#=#$' 对照组不同尘龄组中 JKT( Y*/$"
水平各组 F值分别为 "=$)$( $=%#'% 各组间两两比较显示%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不同接尘工龄组JKT与Y*/$"水平的变化 #$Bf>$

接尘

工龄

矽肺组 !!!!!!!!对照组

例数 JKT#>0S3D*$ Y*/$" #>FD*$ 例数 JKT#>0S3D*$ Y*/$" #>FD*$

g$#年 "# ,#=%#f"='@ (='@f#=)# ) $-='(f$='$ %=)(f#="@

$# "̀#年 ," ")=,,f"=%$!! )=-(f#=)'! @ $@=")f#=(, %=%$f#="'

c"#年 $) "(=%"f,=''!! )=@)f#=)%! ) $@=%%f#=-% %=',f#="#

注! 与g$#年比较!7g#=#%% !!7g#=#$'

%"讨论
新喋呤是人体体液中最重要的一种喋啶类物质% 其生物

稳定性好% 可在体液中检测到% 且不易被灭活或降解% 是反
映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轴- 所介导的细胞免疫状态的较好标
志物' 由于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释放的新喋呤与其所释放的
反应性氧物质 #AS:$ 的量呈正相关% 新喋呤的检测也用来评
价氧化应激的强度),* ' 新喋呤是机体细胞免疫激活的一个早
期指标% 被用于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 ' 本研究显示% 矽肺
各期RB*O中JKT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其原因可能为肺泡
巨噬细胞吞噬二氧化硅粉尘后活化% 促进 JKT的分泌" 此外%
活化的肺泡巨噬细胞释放的细胞毒素以及矽尘毒性和表面自

由基对肺泡上皮的损伤也会促使JKT分泌增强' JKT水平增高
提示矽肺患者处于细胞免疫活化及氧化应激的状态' 实验也
发现% 随矽肺期别的增高% JKT水平亦显著增高% 提示JKT水
平随病情的加重有升高的趋势'

Y*/$"是一种主要由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和 R淋巴细胞
分泌产生的细胞因子% 具有致炎和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物学活
性' M616H等)%*认为% 矽尘颗粒刺激反应诱导肺 Y*/$"K'# 表
达% 过量Y*/$"K'#表达可导致肺纤维的蔓延% 证实 Y*/$"K'#
通过加剧巨噬细胞募集% 参与矽尘诱导的肺炎症和纤维化'
本研究发现% 矽肺组RB*O中Y*/$"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可能
是由于矽尘颗粒刺激% 肺纤维化出现% 矽肺患者巨噬细胞异
常激活% 引起 Y*/$" 分泌增加% Y*/$" 可能通过增强 \DJi细
胞活性而清除外界刺激的影响))* ' 贰( 叁期矽肺患者Y*/$"水
平高于壹期% 可能与 Y*/$" 具有加速树突状细胞活性和上调
\M$淋巴细胞和Ji细胞活性抑制晚期肺纤维化发展有关)(* '
随着肺纤维化程度增高% 机体由于代偿或自身保护作用% 抗
纤维化因子分泌增强% 引起Y*/$"过量表达'

表 "显示% 矽肺患者 Y*/$" 和 JKT的水平在接尘初期增
高% 提示在炎症的起始阶段和激化阶段Y*/$"和JKT可能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尘龄的增加 Y*/$" 与 JKT水平呈下降趋
势% 二者可能具有协调作用并呈正相关' Y*/$" 可明显刺激静
止的或激活外周血\淋巴细胞(Ji细胞分泌 YOJ/#" 而 YOJ/#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年 '月第 "-卷第 "期!!a52>P:P+Y>< ZP<!BKW23"#$)% dS3?"- JS?"!!



的增高可激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 引起JKT水平升高'
参考文献!
)$* ZP5T1Ie% I1TW2;E RB% e13TS> B+% #'%0?Y>;WP1:P< :PW60>PSK/

TPW2> 3PXP3:2> 1<63T:V2T5 <SV> :G><WS0P)+*?+JP6WS2006>S3%

"##%% $)' #"$! $"-/$,,?

)"* 潘炯伟?\NO/%$( IeNO( a\NO在矽肺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

意义 )+*?放射免疫学杂志% "#$#% ", #'$! '%$/'%"?

),* MSUU01>> N% h2W3P2T>PWR% O6;5:e?ISTP>T213WS3PSU2006>P:G:TP0

1;T2X1T2S> 1::S;21TP< KWS<6;T2S> SU>PKSKTPW2> <PW2X1TP:2> 5601>:)+*?

Y>U31001T2S> AP:P1W;5% "##,% %" #@$! ,$,?

)'* 姚咏明% 陈劲松?新喋呤测定在烧伤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早

期诊断中的意义 )+*?中华医学杂志% "###% @# #,$! $--/"##?

)%* M616HO% BWW1:Z% \S01:2e% #'%0?BKWSU27WST2;U6>;T2S> SUY*/$"

K'# 2> PHKPW20P>T13K630S>1WGU27WS:2:)+*?+Y006>S3% "##"% $)-

#%$! ")%,/"))$?

))* Z1C%B:TP/B0P41F1Z% NW2N% #'%0?Y006>S0S<631TSWGU6>;T2S>:

1>< 0S3P;631WWPF631T2S> SUY*/$" )+*?a5P0Y006>S3% $--(% )@

#$$! $/""?

)(* _1E10STSM% L51S*M% +12> O% #'%0?Y*/$"K'#/D02;PTWP1TP< V2T5

2>TW1TW1;5P1373PS0G;2> PH5272T<P;WP1:P< K630S>1WG2>U31001T2S> 1><

2>;WP1:P< U27WS:2:)+*?.HK ZS3I1T5S3% "##"% (" #$$! $/-?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作者简介! 余波 #$-)@&$% 女% 副主任技师% 主要从事理化检

验工作'

溶剂解吸气相色谱法测定工作场所空气中甲酸丙酯
!+%+./-*0%-)*)68.)8(16)./0%+-*<).I8105+0-.&9-*7 9)1,+*%'+9).8%-)*70953.)/0%)7.0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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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国标安全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辽宁 沈阳!$$#$)@$

!!摘要! 根据 .车间空气中有毒物质监测研究规范/% 参考
国外甲酸乙酯的卫生标准 #,## 0FD0,$% 采用溶剂解吸气相
色谱法检测工作场所空气中甲酸丙酯浓度' 本法检出限为 "='
l$#&, !F#液体进样 $ !3$% 甲酸丙酯浓度在 #=# '̀()#=# !FD
03内呈线性关系' 当浓度为 $#=#( "#=#( )#=#( $"#=#(
%##=# !FD03时% 其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 (̂ ,=) (̂
,=" (̂ "=% (̂ '=% '̂ 用 $## 0F活性炭固体吸附剂采样% 二
硫化碳解吸 ,# 02>% 进样 $ !3% 其平均解吸效率为 -"=, %̂
采样效率在低浓度下为 $## %̂ $## 0F活性炭的穿透容量为
'=) 0F' 采集样品在室温下可存放 ( <% 冰箱冷藏存放 $' <%
现场空气中的共存物不干扰甲酸丙酯的测定' 经现场应用证
明该方法可行% 具有快速( 准确( 灵敏度高( 操作简便( 材
料易得( 便于携带和传递等优点'

关键词! 甲酸丙酯" 气相色谱" 溶剂解吸" 工作场所"
空气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C#"#$)$#"&#$,(&#,
!"#! $#?$,),$D9?;>E2?4FFGGH?"#$)?#"?#"$
甲酸丙酯 #KWSKG3USW01TP$% 别名蚁酸正丙酯% 是一种无

色透明易挥发有香味的液体% 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 香精制
造( 溶剂( 食品添加剂( 熏蒸杀虫剂和杀菌剂等的生产" 能
与乙醇( 乙醚( 丙酮等相混溶% 微溶于水% 沸点 @$=, ]% 相
对密度 #=-#,-% 易燃% 以蒸气的形式存在于空气中" 可经呼
吸道( 消化道和皮肤吸收' 低浓度有刺激性% 高浓度可致肺
水肿( 呼吸困难( 麻醉( 昏迷和死亡" 大鼠经口的 *e%#为

,-@# 0FDEF% 小鼠经口的 *e%#为 ,'## 0FDEF)$* ' 目前% 我国

暂无空气中甲酸丙酯的卫生标准% 根据 .车间空气中有毒物
质监测研究规范/ 的要求)"* % 参考国外卫生标准% 在以往甲
酸甲酯( 甲酸乙酯( 甲酸丁酯溶剂解吸气相色谱测定方法的
基础上)" (̀* % 探讨甲酸丙酯毛细管柱溶剂解吸气相色谱测定
方法'
!"材料与方法
!#!!原理

以活性炭管采集工作场所空气中甲酸丙酯% 二硫化碳解
吸% OOBI色谱柱分离% 氢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 以保留时间
定性% 峰高或峰面积定量'
!#$!试剂

甲酸丙酯 #色谱纯$" 二硫化碳 #分析纯$% 经色谱检查
无干扰峰" )#/@#目% 活性炭采样管 #市售$'
!#%!仪器

采样泵! # $̀ *D02>" 微量注射器! $( $#( $## !3' 具塞
试管! % 03' Na/)@-#J气相色谱仪% 色谱柱! eR/OOBI% ,#
0l#=," 00l#="% !0! a5WS0S:SW7 hBheZa_m$# o$##% 柱
温 (# ]% 检测室温度 "## ]% 进样口温度 "## ]% 氮气流速
$=# 03D02>% 氢气流速 '# 03D02>% 空气流速 '## 03D02>% 分
流比 $# o$'
!#&!采样
!#&#!!短时间采样!在采样点打开活性炭管两端% %# 0F端
连接采样% 以 "## 03D02>流量采集 $% 02>空气样品'
!#&#$!长时间采样!采样时打开活性炭管两端% 以 $## 03D
02>流量采集 " @̀ 5空气样品'
!#&#%!个体采样!打开活性炭管两端% 佩戴在采样对象的前
胸上部% 尽量接近呼吸带% 以 $## 03D02> 流量采集 " @̀ 5 空
气样品' 采样后立即封闭活性炭管两端% 置清洁容器内运输
和保存'
!#'!分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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