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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血清微量元素探讨

沈 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刘 宝勋 崔玉清 刘晓杰 刘晓云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附属职业病院 刘景德 张秀山 温秀云

提 婆 本文选择矽肺及其合并症患者为研究对象
,

分析了 113 例血样
,
6种微量元素

。 `

矽肺及其合并症息者血

清钢含量和铜
、

锌比值均有明显升高
,

矽肺合并症患者血清锌明显降低
。

初步揭示了该病铜
、

锌元素变化规律
。

关. 词 矽肺 血清铜血清锌

人为对照组
。

近年来
,

环境中微量元素与疾病发生和发 空腹静脉采血
,

用亚沸 蒸 馏水
、

优级纯

展的关系
,

特别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

肺源性心 盐酸
、

硝酸稀释待测血清
。

经 1名。一 80 型塞曼原

脏病与微量元素间关系已见文献报道
仁11 。

矽肺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测定血清中 uC
、

助
、

K
、

是以肺组织纤维化且逐渐进展为特征的慢性疾 N a
、

C a
、

M g含量
,

其中除咙采用无火焰法

患
,

同时又经常患有各种合并症
,

当与某些元 外余均用火焰法测定
。

所有样品均进行两次采

素有一定关系
。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初步探讨
。

样
、

分析
,

取其均
.

值统计
,

对象及内容

本院住院矽肺患者 113 例
,

其中I期 76 例
,

I 期 23 例
,

I 期14 例 , 属单纯矽肺 38 例
,

合

并各种呼吸系疾病 75 例
。

有 6 名女性
。

年龄 46

~ 80 岁
,

平均 64
.

2岁
。

取年龄相近的 30 名健康

结果与分析

健康组uC
、

趾水平与国内报道一致
〔 , ’ 。

各

期矽肺 (含有合并症 ) 患者血清 uC 含量结果

列表 1
。

如表所示
,

各期矽肺 C u 含量均比健

康组高
,

有非常显著差异
。

I
、

I
、

l 期矽肺 uC

衰 1 矽肺息者血清中 C u 含t 侧定结果 (滩脚 )

分 组 例数 均 值 标准差 T值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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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J哑众甘ù匕丹̀一了J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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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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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月D托舀d的J行̀ǹ,上健 康 组

I 期矽肺组

l 期矽肺组

I 期矽肺组

7 3
.

1~ 12 1
.

4

8 9
.

1~ 2 1 1
.

0

9 5
.

1~ 2 4 8
.

0

1 16
.

6 ~ 2 6 2
.

0

9 9
,

5 8

1 25
,

96

1 38
。

7 8

1 4 8
.

6 0

< 0
.

0 0 1

< 0 0 01

< 0
.

0 0 1

含量升高趋势明显
,

I
、

l 期之间 uC 含量有统 表 么指出
,

各期矽肺血清 nZ 含量同健康

计学意义
,

P < 。
.

05
。

组相比呈降低趋势
,

除 I期矽肺组无显著差异 ,

各期矽肺患者血 清 Z n 含 量 结 果 列 表 外
,

其余均有非常显著差异
。

2 。

各期矽肺血清uC
、

nZ 比值结果列表 3 。

裹 2 各期矽肺班者血清中nz 含 t 侧定结果 (鸿 d/ )I

分 组 例数 均 值 标准差 T值 P

3
.

1 1 < 0
.

0 0 1

1
.

9 6 > O
.

QS

3
.

6 Q < 0
.

9 0 1

2968幻60..1010.13.1176的43加9184舫797 Q
.

5 we 1 98
.

0

6 1
.

0 ~ 1 0 5
.

5

5 2
.

2 ee 10 7
.

2

6 0
.

4~ 1 04
.

0

的76
、

幻14健 康 组

I 期矽肺组

1期矽肺组

I 期矽肺组

血清uC
、

Z n 比值
,

依 I
、

I
、

I 期顺序而

递增
,

经统计处理均有非常显著差异
。

并且 L

I期之间也有显著性
,

P < .0 01
。

单纯矽肺与有各合并症患者血清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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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各期矽肺感者血清C u
、

Z n比值计算结果

分 组 例数 均 值 标准差 T值

六Q月D

53107493
,上.̀二,立.二

3076韶14健 康 组

I 期矽肺组

l 期矽肺组

I 期矽肺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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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1
.

4 5

0
.

0 6~ 2
.

4 7

1
.

0 0 ~ 5
.

4 4

1
。

12 vr 4
.

0 4

0
.

2 1

0
.

44

0
.

94

0
.

7 0

5
.

1 2

.

6 2

.

0 1

< 0
.

0 01

< 0
.

0 0 1

< 0
.

0 0 1

结果比较
,

列成以下各表
。

单纯矽肺组 (含 I
、

I
、

! 期 ) 与健康组比

较
,

uC 含量不 仅升高且有显著差异
,
P < 。

.

06
。

单纯矽肺与有各种合并症组相比
,

C u 含量列

表 4
。

单纯矽肺与有各种合并症组比较均有非常

表 4 矽肺与有合并症息者血清 C u含 t 洲定给果 (产g脚 )

分 例数 范 围 均值 标准差 T值 P

136148
通
óJ任OU2847657015幼2740单 纯矽肺组

矽肺合并呼吸系统非结核性病组

矽肺 合并肺结核组

矽肺合并肺 结核及其他呼吸 系统病组

8 7
.

0~ 1 4 9
.

3

9 4
.

8 ee 16 5
.

8

9 5
.

0~ 2 1 2
.

0

1 2 0
.

0 ee 2 6 2
.

o

1 09
.

7 8

1 3 0
.

6 9

1 3 3
.

2 7

17 3
.

2 8

< 0
.

0 01

< 0
.

00 1

< 0
.

0 0 1

丹石介0
. .1OU内O,孟月任,一

显著差异
,

血清 C u 含量依合并呼吸系统非结

核性疾病
、

肺结核
、

既合并肺结核又合并呼吸

系统非结核性疾病的顺序而递增
,

经统计处理

均有非常显著差异
。

单纯矽肺与有各种合并症组血清 Z n 含量

列表 5
。

表 5 表明
,

单纯矽肺组
、

矽肺合并呼吸系

统非结核性疾病组与健康组比较
,
Z n 含量没有

统计学意义
。

而矽肺合并结核
、

既合并结核又

合并呼吸系统非结核性疾病组
,

Z n 含量则有

非常显著差异
。

表中矽肺与合并呼吸系统非结

核性疾病两组之间含量无显著性
,

而其余两组

与矽肺组比较
,

Z n 降低则非常显著
。

矽肺与有各合并症组血清 C u
、

Z n 比值结

表 5 矽肺与有合并症惠者血清nz 含量测定结果 l(, g /dl )

例 数 范 围 均 值 标准 差 T值

单纯矽肺组

矽肺合并呼吸系统非结核性病组

矽肺合并肺结核组

矽肺 合并肺结核及其他呼吸系统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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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 C7
.

2

6 7
.

0~ 1 04
.

4

6 0
.

4~ 1 0 1
.

1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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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0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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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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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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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列表 6
。

表 6 各组与健康组 比较
,

uC
、

Z n 比值均

有统计学意义
,

表内各组间 C u
、

z n 比值差异

也非常显著
。

K
、

N a
、

C a
、

M g诸元素测定结果未发现

有意义的变化
。

表 6 矽肺与有合并症息者血清 C u
、

Z n 比值计算结果

例 数 范 围 均值 标准差 T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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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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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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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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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
6 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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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64118单纯矽肺 组

矽肺 合并呼吸系统非结核性病组

矽肺合并肺结核组

矽肺合并肺结核及其他呼吸系统病组



讨 论

微量元素测定结果揭示
,

矽肺及有合并症

患者血清uC 含量和 uC
、

Z n 比值均 比对照组高
,

且有统计学意义
。

血清 nZ 的降低
,

仅在有合并

症组有明显差异
。

提示矽肺及其合并症 uC 升

高比 Z n 降低重要
,

更带有普遍性
。

同时发现矽肺病情越重
,

合 并症越重
,

uC
、

.

Z n升
、

降越 明显
。

在合并症中
,

肺结核 占有重

要位置
。

患有多种合并症病人
,

病情危重的患

者
,

uC
、

nZ 改变越明显
。

认为血清uC 水平的

改变与肺组织纤维化
、

心衰时引起肝淤血压迫

胆管影响 uC 的排出有关
。

有人认为肝淤血对

雌性激素灭活能力有影响
,

从而间接影 响 C u

的代谢
〔3 , 。

此外
,

矽肺患者铜蓝蛋白升高
,

也

可做为 uC 升高的解释
。

关于nZ 降低
,

诸多文

献都提及与体内多种酶的活性关系密切
,

如碳

酸醉酶
、

D N A
、

R N A聚合酶等等
。

Z n 与组织

内呼吸关系密切
,

在低氧状态下这些酶消耗增

多
, Z n含量下降

。

多种原因所致的 z n 元素在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0 8 9年第 2 卷第 4 期

肠道吸收减少
,

也是导致 Z n 降低的原因之一
。

有人还注意到胶原合成和降解过程中所需

要的酶与C u
、

Z n 有关
,

uC 有促进纤维化的作

用
,

nz 有对抗纤维化的作用
〔41 。

矽肺患者 C .u

nZ 比值升高
,

可能是提示病情进展 的 一项指

标
。

如能采取措施
,

使C u含量降下来
,

nZ 水

平升上去
,

可能对抑制本病的进展
,

提高患体

免疫功能
,

减少合并症的发生
,

或有所裨益
。

`在统计方面
,

本所张春生给予帮助
,

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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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环氧乙烷中毒引起心律失常 1 例报告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 究所 于 兰

张某
,

男
,

25 岁
,

维修工
。

1 9 8 7年 12 月 12 日上午

g 时
,

在车间吸入环氧 乙烷后即感胸闷
、

气短
、

流泪

等
,

当时未介意
,

仍继续工作约 30 分钟
。

10 时许自感

头痛
、

头晕
、

恶心
,

频繁呕吐
,

于下午 1时转送本所
。

入院时体检
. P 7 2次 /分

, B P i s
.

9八 o
.

6 k aP ( 1 2 0 /

s o n u l l

瑰)
,

意识清
,

精神姜靡
。

咽部轻度充血
。

两肺

呼吸音粗
,

左肺中下部有少量中小水泡音
。

心浊音界

正常
,

律齐
,

心音无异常
。

肝脾未扣及
。

一般神经系统

检查正常
。

血WBC
I饥2 、 1 0 ’

/ L
,

N o
.

s
,

L 0
.

1 5
,

E

。
。

02
,

E C G 示心脏顺钟向转位
。

入院后给予消炎
、

对症等治疗
。

次日肺部罗音消

失
,

但仍感头痛
、

头晕
、

恶心
,

伴轻度呕吐
。

住院第
4 天频发早搏

,

EC G 示频发房室交接处性早搏
。

经

杭心律失常及能量合剂治疗
,

早搏时轻时重
,

心脏专

科医师会诊两次
,

意见为无器质性心脏病
,

考虑功能

性心律失常
。

住院期间血常规
、

尿常规
、

E S R
、

肝功

能
、

血钾
、

钠
、

氯
、

免疫球蛋白各值均正常
, H sB gA

1 :8 阴性
,

抗
“
O

”
83 3uu

,

RF 阴性
。

CE G 检查提示

频发房室交接处性早搏或房性早搏
,

心脏扇扫各房室

及瓣膜活动正常
,

无返流
。

? 射线心功能示左室射血分

数稍低
,

E F 43 %
。

X 线胸片示左下肺纹理稍增强
。

出院后随访一年
,

仍时有频发房室交接处性早搏
。

本例既往无心律失常病史
,

吸入环氧乙烷气体后

第 4 天出现心律失常
,

经各 项 检 查排除器质性心脏

病
,

故考虑系急性中毒后引起植物神经功能障碍
,
以

及中毒后患者精神因素所致
。

过去认为急性环氧乙烷

中毒主要引起呼吸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损害
,

而导致

心律失常的报道较少
。

本例的临床表现
,

值得引起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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