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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对生殖功能的影响

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周 少英 梁友信

二硫化碳为多亲和性毒物
,

对神经及心血管等系

统的作用
, 、

已有较多研究
,

但对生殖系统的影响仅近

年才引起注意
。

本文拟就国内外对二硫化碳生殖毒性

研究的近况作一综述
,

着重讨论对男
、

女生殖功能及

其子代的影响和有关机理
。

一
、

二硫化碳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影响

女性生殖系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
,

任一环节

受损均可导致周期异常
。

故这一变化成了反映生殖功

能受损的敏感指标
。

人群调查表明
,

接触二硫化碳可

影响女性生殖系统周期
,

表现为月经异常
。

B e Z v e r .

se n k o ( 2 9 6 7年 )调查了2 5 0名 2 5~ 5 5岁
,

接触二硫化碳

浓度为 30 一 80 m g/ 恤飞3 ,

接触时间平均低子 10 年的女工

及 120 名非接触女工
。

发现月经过多及过少的患病率是

对照组的 2一 3 倍 。 , 。

蔡世雄调查 183 名粘胶厂纺丝女

工及 197 名非接触者
,

二硫化碳浓度为 37 一 56m g /m
. ,

最长接触工龄 。
,

年
,

两组 工 作 年 限
、

婚 姻 状 况 等

条件相近
。

经详细询间以往月经史
,

调查近 期 月 经

卡
,

发现接触组中月经异常率高达 4 1
.

6%
,

非常显著

地高于对照组 少 < 0
.

01 )
。

周期异常 (经期延长
、

缩

短
、

紊乱 ) 最多
,

发生率为 34
.

4%
,

其次是痛经 12 %
。

18 岁前就开始接触者更容易出现异常
,

达 5 8
.

9%
,

也显

著高于 18 岁后才开始接触的女工 ( 3 3
.

3%
, P < 0

.

01 ) ,

提示成年前机体调节机制尚不稳定
,

易受各种因素的

影响 。 , 。

二硫化碳对月经的影响在接触浓度相当低时

即可出现
,

A g ax d z h al l o v a 询间过 177 名接触浓度

蕊 l om g/ m s 的女工
,

月经异常率为 n %
,

对照组仅

1
。

3%
` 3 , 。

在 52 1名年龄为 2 0一 4 0岁
,

接触浓度同样小

于 l om g /m 3 ,

工作年限短于 3 年的女工中
,

有 11
.

8%

患有经血过多或过少
, 385 名对照中只 2

.

8%发生
,

差别

显著 。 ) 。

作者近期对上海 5 个化纤厂接触二硫化碳浓

度为 1
.

7一 14
.

8m g /m
3的女工月经情况进行了调查

,

接触者自接触后发生月经异常的达 3 5
.

9%
,

而对照仅

18
·
2%

,

差别明显
,

且随着二硫化碳浓度的增加
,

女工

月经异常的发生率也增加
。

异常以周期紊乱及经量异

常居多
。

被调查者接触前均为月经正常女工
,

调查中

还控制 了生育及节育措施不一可能产生的影 响 ` 4〕 。

二硫化碳降低机体内妊娠特殊生理的调节能力
,

使孕妇并发妊娠中毒症的机会增加
。

曾比较过 79 名接

触二硫化碳浓度为 37 ~ 5 6m g / m
3 的女工及 8 4名非接

触者
,

两组以往妊娠发生妊娠中毒症的机率 分 别 为

12
.

7%和 3
。

6%
, P < 。

.

01
,

这些女工妊娠年龄相近
,

排除了高龄妊娠使妊娠中毒症发生率上升的可能 ` “ , 。

P e七vo 调查接触浓度为 30 血g/ m 3 的二硫化碳女工妊

娠情况
,

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1 5 , 。

34 名接触二硫化碳浓

度 ( l om g /m ,的女工其妊娠中毒症的发病率达 25 %
,

比相同数目的非接触者 (1 3% )高近一倍 。 ) 。

二
、

二硫化碳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

二硫化碳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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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水平的改变
,

性行为及生殖细胞的受影响方面
。 ’

动物实验未发现明显的性激素的改变 t ` 、 , , ,

而人

群接触二硫化碳则可出现血清促卵泡激素 (F S )H
、

黄

休激素 (L H ) 水平的上升
。

W a g留 测定69 名粘胶作

亚男工
,

24 名对照血清 F S氏 L H水平
。

这些工人平

均工龄 2 2
.

5 年 ( z 一 3 6年 ) ,

接触浓度在 5 0年 代

) 3 om g /m 3 ,

60 年代大部分 < 3 om g /m
s ,

70 年代

5一 2 0m g /爪3 ,

其中大部分小于 l om g /m
, 。

发现接

触组 F S H
、

L H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

且随接触工龄的

延长而升高
。

所有组血清皋丸酮水平差别不大 “ , 。

在

另一调查中 15 个接触浓度大部分低于 30 m g/ m 3 的男

工清晨空腹血中F S H
、

I J王浓度也呈明显升高
,

翠丸

酮
、

皮质激素
、

甲状腺素水平均无明显变化
,

且机体

对释放激素的反应也未见异常 ` , , 。

C ilr
a 发现接触男

工开始时 F S H
、
L H 水平下降

,

但一段时间后逐渐上

升
,

整个过程中未见皋丸酮水平有明显的变化 11 ” ,

提示血清促性腺激素是反映二硫化碳对机体影响较为

敏感的指标
。

二硫化碳对男性生殖细胞及性行为的影响所做的

研究不多
。

从以往资料看实验大鼠接触二硫 化 碳 后

可出现交配潜伏期
、

射精潜伏期及交配持续时间的缩

短
,

射精量及精子计数的减少
,

但未见明显的精子形

态
,

活动度的改变 口
、

6 , 。

人群异常以性欲改变较多
,

W
a g a r 调查了 15 名粘胶生产男工

,

10 名主诉性欲减

退
,

而对照组为零 ` ’ ) 。

在另一对接触浓度为 27
.

08 (1

~ 16 8) m g/ nI
3的二硫化碳工人所做的体检中

,

100 名

接触者有18
.

5%主诉性欲减退
,

而对照组仅 1
.

9%
,

差别显著 。 生 , 。

C i lr a 的调查也发现接触者性欲低下

明显多于非接触者
,

且停止接触后虽然性激素水平恢

复正常
,

但性欲却未见恢复 以 “ J 。

Ch an n i n g 曾设计

过一 次较全面的研究
,

收集接触浓度为 30 m g / in
s 的

男工精液
,

观察颜色
、

粘液
、

精子数量
、

形态
、

活动

度
’

(计接触者86 名
,

对照 89 名 )
,

接触者工龄均小于

6 年
,

所有浓度组均未见上述指标有明显变化
,

作者

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为
:
工人接触浓度低

,

工龄

短
,
应答率低

,

偏倚大 “ , , 。

从目前资料看
,

未见二硫化碳导致接触者明显的

生殖细胞及器官的器质性病变
,

仅引起血清促性腺激

素的波动
,

对性激素
、

皮质激素
、

甲状腺素 影 响 不

大
,

且机体释放激素反应良好
,

未见有明显第二性征

减退现象 “ 一 ’ 、
主 2 ’ 。

可 以推测二硫化碳可能不是直接

损害下丘脑
一
垂体

一
卵巢轴

。

已知二硫化碳可以阻断体

内多巴胺经化酶的活性
,
升高多 巴胺的浓度 `生”

,

而

给予多巴胺可以刺激
,

加速动物交配过程
,

缩短射精

时间
,

继而使精子数量减少
,

进而反馈使 F SH
、

L H 升

高 “ ` ) 。

三
、

二硫化碳对子代的影响

动物实验已在不同浓度水平上证实二硫 化碳 对

大
、

小鼠均有 明显的胚胎毒性及致畸作用
。

随着作用

浓度的不一可表现为着床率下降
、

胚胎吸收
、

畸胎
、

死胎等
。

二硫化碳的这种毒作用还具有传代累加的特

点
,

提示二硫化碳对子代的影响可以通过生殖细胞遗

传 “ ` 一“ , 。

人群观察发现二硫化碳可作用于男
、

女双

方
,

引起自发流产率
、

畸胎率增加
。
泊贻兹田山 n橄 在

调查中发现芬兰化工联合公司粘胶生产女工的自发流

产率明显高于一般芬兰妇女 (11
.

25 % : 5
.

52 % ) `乞 ” 。 }

在另一对环境污染及职业对子代的影响的 调 查 中
,

1

粘胶生产女工自发流产率有高于对 照 女 工 的 趋 势

(1 。 .

3% : 7
.

7%
,

p < 。 .

1) ,

而男工妻子自发流产率却

显著高于未接触者 ( 1 4
.

9% : 7
.

6% ) 12 。 ) 。

P etr vo 调查

得出接触浓度为 3 om g/ m 3 的女工自发流产率是对

照的两倍 ( 14 %和 7 % ) ,

早产率也很高 (9 写和 3 % )

` , , 。

其他报告也都发现接触浓 度 为 30 ~ s om g /m ,

时自发流产
、

早产率 都 较 对 照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升

高 `一 3 , 。

蔡世雄也曾对工。 53名接触工人 (男 4 35
,

女

6 18 ) 和 1 3 1 2 名对照 (男 5 44
,

女 76 8) 妊娠结局与接

触浓度及父母双方是否接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
,

在双

方工龄
、

年龄均相近的情况下
,

发现 自发流产率及畸胎

率均以双方接触为最高
,

男方接触者最低
,

都显著或

非常显著高于对照
,

并呈接触
一
反应依赖关系 〔 2 1 3 。

二硫化碳对人接触者生殖功能及子代的影响
,

干

扰因素很多
,

今后研究应更充分地分析混杂因素的影

响
,

占有足够大的人群样本和较完整的浓度资料
,

以

期作出较准确的危险度评定 (R招k a 名s e 白s m e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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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检查在尘肺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胡一本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旧 A L )F 取样于下呼吸道及肺

泡腔内的细胞及非细胞成分
,

包括接触的 粉 尘 等
,

即 B A L F 与血或痰比较
,

更能直接反映肺部病理变

化 ` 1 , 。

以肺部弥漫性病变为特征的职业性尘 肺 应 用

B A LF 分析
,

为尘肺诊断与鉴别诊断提供某些依据
。

本文介绍其在主要几种尘肺诊断中的应用
。

一
、

矽 肺

1
.

细胞成分 在矽肺演变过程中
,

肺泡 巨噬细

胞 (A )M 与致病粉尘密切相关 `幻
,

因此在B A LF 分

析中 A M 数增加 ` ” 〕 ,

A M 多核巨细胞比率升高
,

启。 r z o n e 等报道 A M 中 2 核占 8
.

5 %
,

3 核 1
.

7%
,

遴~ 8 核 1
.

9% “ , 。

接触矽尘后可回收到 I 型肺泡上皮

细胞 。 、
匀

。

健康花岗岩工人 B A LF 中淋巴细胞百分

比增加 “ 卜进展迅速的矽肺患者淋巴细胞明显增高
,

可达 4 0一 6 0% ` 7 , 。

2
.

病因学特征 A M内含吞噬的 S幻
: 颗粒

,

在偏光镜下测定为含双折光阳性颗粒 `二 , ,

接触矽尘工

人的B A I
J

F 中含粉尘的A M可达 A M 总数的 2 / 31
` , ,

但不能仅根据含粉尘的 AM 数量进行诊断 ` 2 , 。

通过

如A L F内粉尘的二次电子像及线扫描
、

面扫描
,

表明

不同尘肺患者肺内粉尘形态
、

成分不同
,

如多i
、

S n
、

A I
、

eF
、

C a 等
。

应用 X线衍射法分析回收液中A M

内的无机粉尘
,

发现与特定的烟
、

尘吸入史有明显相

关 吐吕 ,
。

3
.

生化
、

免疫成分 接触 5 10
: 者 B A L F 中

总蛋白增加
,

白蛋自含量正常 。 , ,

但也有报道白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