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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尘作业工人血抗脂质过氧化活性

变化的研究

新疆医学院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 8 3 0 0 5 4 ) 马 勇

提 要 作者测试了矽尘作业工人和对照组血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和谷脱甘肤 过 氧 化 物 酶

( G S H一 P x) 的活性变化
,

结果是矽尘组和对照组 S O D和 G S H一
P X 的活性分别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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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均显著高于后者
。

同时名O D 和 G S H一 P x 活性高尘龄组也显著

高于低尘龄组
。

揭示长期接触矽尘
,

体内的脂质过氧化 和抗过氧化活性均处于亢奋状态
。

抗脂质过氧

化的增强
,

可能是机体的一种防御性机制
,

是矽尘作业者机体对二氧化硅细胞毒性作用的不同阶段的

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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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膜的脂质过氧化可能是 51 0
:

细胞

毒作用的始点
,

51 0
:

通过中介质 .( H O
,

O乒

等 ) 启动膜脂质过氧化
〔 , ’ ,

导致细胞结构与功

能的损伤
,

参与肺组织纤维化形成 的 病 理 过

程
,
已为许多体外和实验性矽肺研究所证实

`” 。

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 和谷耽甘肤过氧化物

(G S玲 P x )是细胞 内抗脂质过氧化过程 中的重

要酶性成份
,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仅限于矽肺

患者和实验性矽肺
。

为探讨矽尘作业工人机体

抗脂质过氧化的活性水平
,

作者测试了能反映

抗脂质过氧化能力的两项重要指标
: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

1
.

2
.

1 S O D 活性测定 采用邻苯三酚 自氧化

法
〔” ,

测定红细胞 内 S O D活性
。

1
.

2
.

2 G S H
一

P x活性测定 采用改 良 H af m a n

法
,

即 D T N B直接法
“ 〕 ,

测定全血中 G S H
一

P x

活性
。

因测得的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无性别差异
,

各组男女合并统计
。

1
.

3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t一 t e s t 和 F
一 t es t 进行分

析与评价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矽尘作业组为某汽车制造厂铸造车间连续

接触矽尘的工人 89 名
,

对照组为该厂从不接触

尘毒及其他生产性有害因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

7 4名
,

两组平均年龄分别为 3 4
.

5 岁 ( 21 ~ 58

岁 ) 和 3 6
.

5岁 ( 1 8~ 6 0岁 )
,

工龄分别为 1 7
.

6

年 ( 2 ~ 4 5年 ) 和 1 8
.

5年 ( 1 一 4 7年 )
。

各组均

除外尘肺及其他能影响抗氧 化酶活性的疾病
。

矽尘组与对照组以及各尘龄组与对应对照

工龄组之间的年龄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1
。

2 方法

2 结果

2
.

1 矽尘作业环境

铸造车间各作业点共采尘样 34 个
,

几何平

均浓 度为 3 7
.

6 m g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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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1 0 3 m g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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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离 5 10
:

含量在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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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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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占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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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矽尘组与对照组 S O D和 G S H
一

P x 活性水

平的比较 (见表
”

)

裹 1 矽尘组 和对照组 S O D
、

G S H一 P x 活性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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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矽尘作业组 S O D和 G S H ee P x 的 2
.

3
.

1 按工龄比较两组 S O D和 G S --H
,

P x 活性

活性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改变 (见表 2 )

2
.

3 S O D和 G S H
一

P x 活性的尘龄变化 结果表明
,

高尘龄组 ( 2 5年 以上 ) S O D显

表 2 按工龄比较两组 S O D和 G S H一 P x 活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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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e s H
一

P x

( x l c 3 U / g H b ) (“ m o1 G S H被氧 化量 / m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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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 比 较
, .

P < 。
.

0 5 二 P < 。
.

01

著高于对照组
,

而 G S H
一

P x 活性各尘龄组均明 2
.

3
.

2 尘龄组间的比较 (见表 3 )

显高于对应对照工龄组
。

三个矽尘工龄组 的 S O D 和 G S H矛 x 活性

表 3 各尘龄组间 S O D
、

G S H一 P x 活性的比较

工龄分组 (年 ) X 士 S

A l 一 B 1 5~ C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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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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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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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3 士 0
.

4 5 2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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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与 B 组 比较 八 P < 0
.

O S C 组与 A 组比 较 . P < 0
.

0 5 二 P < 0
.

0 1

经方差分析组 间有显著差异
。

对照各工龄组的

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明
,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

由于矽尘工龄组与对应对照工龄组年龄构成比

无显著差异
,

从而消除了因各组年龄结构不同

而造成的对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活性的影响
,

揭示高尘龄的矽尘作业者机体内抗脂质过氧化

活性显著增强
。

3 讨论

S O D 和 G S H于
x 是细胞内抗脂质过氧化

反应 的酶性保护系统的重要成份
。

S O D 能使

O户转变成为过氧化物
,

G S --H P x 和过氧化氢

酶 ( C A T ) 能消除过氧化物的毒性
,

从而保护

组织细胞免受 自由基的 损 伤
` , , 。

因此 S O D
、

G S H一 x 与 C A T等 一起通过除 自由基作用阻

断或 中止生物膜脂质过氧化的链锁反应
,

起到

保护膜结构和功能完整的作用
。

二氧化硅粒子表面具有氧化经化作用的硅

烷基
,

可使巨噬细胞溶酶体膜的不饱和脂肪酸

通过 自由基启动膜脂质过氧化而导致膜损伤
,

这在二氧化硅所致 的肺组织纤维化形成的病理

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

有人在实验性矽肺研究中

发现
,

在肺组织脂质过氧化产物含量增加的同

时
,

血中的抗脂质过氧化活性也明显升高
〔̀ 〕 ,

李涛等
〔” 的研究表明

,

矽肺患者血中 S O D 和

C A T 的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
。

作者测试结 梁
,

矽尘作业组 S O D 和 G S H一 P x 活性 明显 高于健

康对照组
,

同时尘龄组 间比较表明
,

高尘龄组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活性也显著高于低尘龄组
。

矽尘作业者血中抗脂质过氧化 活 性 的 增

高
,

能间接反映氧 自由基的生成情况
,

同时也

能反映机体的抗过氧 化能力
。

根据推测
,

其活

性增高的机理可能是具有细胞毒性作用的二氧

化硅
,

长期慢性刺激导致机体产生过量的氧自

由基
,

从而促使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诱导合成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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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不仅矽肺患者如此
,

长期接触矽尘的健康

接尘者
,

机体内的脂质过氧化和抗过氧化活性

也均处于亢奋状态
,

因此给高尘龄的接尘工人

进行预防性投予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等
,

有可

能推延矽肺的发病工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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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重度杀虫眯中毒 1例报告

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附属医院 (4 1 0 0。” 文.J华平

1 病例介绍

患者刘某
,

女
,

36 岁
,

农民
,

住院号 3 9 71
。

因昏

迷 3 小时于 1 9 9 1年 6 月 1 0 日1 7时 3 0分急诊入院
。

患者因与家人发生 口角
,

于 10 日下午 2 时
,

口服

杀虫眯 1 00 毫升左右
,

当时被家人发现
,

在当地卫生

院 口服冷水 3 0 0 0 毫升
,

用压舌法催吐
,

呕吐胃内容

物
,

约半小时后
,

流涎增多
,

神智不清
,

呼之不应
,

呈

嗜睡状态
,

小便失禁
,

随后 出现昏迷
,

瞪孔散大
,

急

送我院
.

来院时 已 深度 昏迷
,

呼吸 困难
,
口唇青紫

.

既往有贫血史
。

查体
:

体温 36
.

lo c
,

脉搏 1 00 次 /分
,

呼吸 14 次 /

分
,

血压 16 八 o k P a 。

发育正常
,

急性重病容
,

点头

呼吸
。

贫血貌
,

深度昏迷
,

巩膜及皮肤无黄染与出血

点
,

浅表淋巴结不肿大
。

瞳孔散大
,

约 5

~
,

对光

反射消失
。

唇周发组
,

气管居中
,

甲状腺不肿大
,

颈

软
。

胸廓对称
,

双肺无罗音
,

心率 1 00 次 /分
,

律齐
,

肝脾未触及
。

实验室检查
:

高铁血 红 蛋 白 3 6
.

2 %
,

C O : C P

1 3
.

6 n u n o 】/ L
,

B u N 7
.

14 1 1卫n 0 1/ L
,

K
+

3
.

s n u n o l /

L
,

N a +
9 6

.

s

ornYU
l / L

,

C I
一

s 7 n u n o l / L
,

C a + +
1

. ` 6

习山的心 1 /L
,

肌醉 5 7
.

5 n l卫n o l / L
。

肝功能正常
。

尿常规

正常
。

R B C 1
.

9 2 x 1 0且 2

/ L
,

H b 7 09 / L
,

W B C 9
.

2

沉 1 0 , / L
,

N 0
.

5 9
,

L 0
.

1 1
,

tP 7 9 、 I c ’ ` I
」。

E K G

示 S T一 T 改变心肌受累
。

治疗
:
吸氧

;
静滴洛贝林

、

维生素 C
、

辅酶A
,

立即用 1 % 苏打 2 00 加 n l洗 胃
,

在X 线下插胃管
,

并用

自动洗胃机进行洗胃
。

在洗胃过程中
,

呼吸突停
,

马

上人工呼吸
,

加大呼吸兴奋药
,

洛贝林
、

可拉明
、

回

苏林交替使用
,

随后 给予 苏打
、

地塞米松
、

美兰
、

青

霉素治疗
,

病情仍很危重
。

次日凌晨 1 时
,

双肺满布

湿罗音
,

呼吸频率 1 4次 /分
,

瞳孔散大
,

对光反射迟缓
,

同时鼻孔出现泡沫状的分泌物
,

呼吸呈潮式样
,

考虑

肺水肿
。

除继续给氧与呼吸兴奋药外
,

控制 翰 液 速

度
,

并给予氨茶硷
、

速尿
.

5 时神智完全清醒
。

住院

9 天
,

病情好转而出院
。

2 讨论

杀虫眯为有机氮农药
,

属于中等毒性
,

为单 胺氧

化酶抑制剂
。

其中毒机制不清
。

此例病 人有昏迷
、

青

紫
、

高铁血红蛋白症候群与肺水肿
。

我 们正确地进行

了病因治疗
.

除进行彻底洗胃
、

吸氧
,

应用美兰
、

青

霉素
、

洛贝林等呼吸兴奋药综合治疗外
,

还须注意输

液的速度及治疗呼吸道分泌物的醋留
。

当呼 吸分泌物

赌留时
,

呼吸中枢兴奋剂不仅不能增加改善通气量
,

反而促使呼吸 肌无效劳动
,

而加重呼吸功能 的 耗 氧

量
。

因此
,

及时处理呼吸道内的分泌物
、

杭感染
、

扩

张支气管
,

减少支气管腺体分泌是治疗肺水肿
、

保持

呼 吸道 通畅的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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