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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主要通过 C3b受体与 CI C上粘附的 C3b结

合
,

而将 C I C 清除
。

外源性化学物质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

可使免疫增

强 (超敏反应 ) 或使免疫功能降低
。

本文检测结果
,

苯作业工人的 C 3 b受体花环率均降低
,

而 I C花环率则

增高
。

可能是苯在机体代谢过程中的毒作用所致
。

苯的

代谢产物氢酮
、

1
,
2

,
4 一苯三酚在体内自氧化生成 自由

基 0 2二 0 2二
对 D N A

、

H b 损伤
,

脂质过氧化
。

后者

破坏生物膜的结构及功能
,

膜蛋白的改变使细胞膜受

体和抗原性随之改变
。

.

2 1 1
-

本次观察结果与此相一致
,

R B C
·

C 3 b 花环率降

低
,

R B C
·

I C增高
,

显示R B C
·

C 3b受体被破坏
,

与之

相结合的R B C
·

IC 增高
。

苯对免疫系统影响在接苯初期即有发生
。

本文的

A组WB C均数 ) 4
.

0 x 2 0 ’
/ L 时

,

R B C
·

C 3 b受体已明

显低于对照组 ( P < 0
.

0 1 ) ; B组 WB C 均数 < 4
.

o x l o ,

/L时
,

R B C
·

C 3 b 均数低于 A 组
,

两组间无显著差

异 ( P > 0
.

05 )
。

为此
,

我们认为 R B C
·

C 3 b 受体指标可

作为接苯工人健康监护的一个早期
、

敏感的生物监测

指标
。

氯乙烯中毒性肝病G 显带染色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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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证明氯 乙烯 (V in y l hC l ior d e ,

V C , 龄 21 ~ 46 岁
,

平均年龄 28 岁
,

无接触毒物 及 肝 炎 病

可致人体多系统损害
,

是致癌
、

致突变及 化 学 诱 变 史
。

剂
。

氯 乙烯常引起肝脏损害
,

并可诱发肝血管肉瘤
。

1
.

2 方法

为了探讨其发生机制
,

我们对某联合化工厂聚氯 乙烯 1
.

2
.

1 培养方法 每瓶加 R P M 1 1 6 40( 美国产 ) 培养

车间 21 例中毒性肝病患者共计 1 0 7 4个外周血淋巴细胞 液 Zm l
,

滴入外周血 o
.

Zm l
、

P H A o
.

1 m l( 上海产 )
。

G 显带染色体做了剪贴核型分析
,

结果报告如下
。

3 o7 c恒温箱内培养72 h
。

终止前 Zh 加秋水仙素。
.

4拌g/

1 对象和方法 瓶
。

按常规方法收获制片
,

标本于 3 o7 C老化一周
。

1
.

1 对象 1
.

2
.

2 G 显带
、

剪贴核型分析 用 0
.

01 %胰蛋白酶溶

肝病组21 人
,

男 19 人
,

女 2 人
。

年龄 34 ~ 53 岁
,

液处理显带
,

5% G le 巧sa 液染色 8~ 10 分
。

在镜下

平均年龄42 岁
,

全部诊断为氯 乙烯中毒性肝病 (排除 随机选择细胞完整
、

染色体分散较好
、

带纹清晰的中

病毒性肝炎
、

药物及酒精性肝病 )
,

并调离原岗位
。

期相染色体
,

进行显微照像
、

扩印
、

剪 贴 核 型
。

按

在岗工龄 5 ~ 21 年
,

平均工龄 1 3
.

86 年
。

平均调离时 IS C N ( 1 9 8 1) 标准由两人共同进行核型分析
。

间 4 年
。

在岗时工种分布
:
聚合工段 10 人

,

氯 乙烯工 2 结果

段 7 人
,

分析工
、

调度各 2 人
。

肝肿大在肋下 1
.

5~ 结果见下表
。

肝病组染色体结构畸变以缺失为最

4
.

oc m
,

其中脾肿大 3 例
。

各岗位氯 乙烯浓度用硝酸 多
,

其次为断裂
。

数目畸变
:
亚二倍体以

一
21 (1 5个

银比浊法测定
,

经常超过国家容许浓度
,

最高浓度曾 核型 )
、 一

12 (1 2个 )
、 一

20 (1 1个 )
、 一

18 (9 个 )
、

达 62 2m g /m
3 ,

近年来有所下降
。 一

19 个 (9 个 )
、 一 Y (9 个 ) 一 5 (8 个 ) 为最多多 超二倍

对照组 10 人系当地献血员
,

男 8人
,

女 2 人
,

年 体 以 十 13 ( 4 个 ) 为最多
。

G 显带染色体分析结果

数目 畸变数 . ( % ) 结构 畸变数 . ( % )

.、户细胞畸变数%
罗伯逊易位小 断 . 缺

.

易 . 倒 小
. .

双着丝粒四倍体
.*超二倍体亚二倍体

二倍体分析核型数组别

肝病组 1 0 7 4 93 0 1 26 15

( 8 6
.

5 9 ) ( 1 1
.

7 3 ) ( 1
.

4 )

5 7 0 3 2 1

( 9 4
.

5 3 ) ( 5
.

3 1 ) ( 0
.

17 )

3 1 4 4

( 0
.

2 8 ) ( 1 3
.

4 1 )

对 照组 6 0 3 0 3 3

( 5
.

4 7 )

5 3

( 4
.

9 3 )

3

( 0
.

5 )

( 6

( 1

9

( 0
.

8 4 ) ( 1

0

,

;
) 2 1

( 0
.

19 ) ( 0
.

1 )

0 0

1 4 8 13 7

( 13
.

7 8 ) ( 1 2
.

7 6 )

1 3 13

( 2
.

1 6 ) ( 2
_

1 6、

、 J于、 .尹nJ几b

OU的口n.几幻八幻
.1二.

. P < 0
.

0 0 5 二 P < 0
.

0 5



1 2 2
.

根据 C s ape s r
n s o提供的染色体相对长度

,

计算

每条染色休预期断裂值与观测值比较
,

经X Z分析
,

X ,

二 1 9
.

78
,

P > 0
。

05
,

断裂点为随机分布
,

但 13 号
、

17 号

染色体断裂值高于预期值
。

肝病组内不同调离时间染

色体数目及结构崎变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染色体结构及数目畸变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也高于有人用常规方法研究的结果
。

说明氯 乙

烯具有明显的致突作用
,

也证明显带技术提高 了分辨

率
。

显带对结构畸变能准确定位断裂点的位置 (区
、

带 )
,

并能准确判定亚二倍体所丢失的染色体及超二

倍体所增加的染色体号码
,

这对于深入研究畸变特点

是非常有意义的
。

氯乙烯肝病的染色体畸变在脱离原

工 作岗位后
,

虽然对肝病进行治疗
,

肝肿大有不 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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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恢复
,

但畸变率不 因调离时间延长而降低
。

这可

能与氯乙烯诱发染色体畸变以缺失为最多
,

易位发生

率也较高有关
,

这类稳定性畸变在细胞分裂时可以不

断的产生带有畸变的子细胞
,

本文调查对象平均脱离

氯乙烯作业 4 年
,

畸变率也未见明显减少
。

因此证明

较长时间内这种畸变细胞仍然存在于体内
。

文献报道染色体片断缺失是遗传物质的丢失
,

缺

失的染色体片断上可能存在一 种防止细胞癌变的抗瘤

基因
,

这类基因位于正常位点时具有抗癌变作用
,

如

果失掉这种基因则致细胞恶变
。

我们在对氯 乙烯接触

者的调查中
,

发现氯乙烯所致某些染色体结构畸变的

断裂点分布与某些肿瘤相关断裂点
、

癌基因位点和脆

性部位密切相关
。

现 已证明染色体畸变是致癌的一 个

重要原因
。

接触汽油对加油工肺功能的影响
南京炼油厂职工医院 ( 2 1 0 0 3 3 ) 妇匕 潜

我们调查了炼油厂加油站工人的时间 加 权 浓 度 几何均值 2 2 5
.

8 m g
,

其中加油时吸入 18 6
.

8 m g
,
推算出

《 T WA )
,

并用 C .J I忆 31 型肺功能分析仪于班后和休 贮留量几何均值 1 2 8
.

9m g
,

最多为 5 1 4
.

9m g
。

男女各

息 1 天后的星期一早晨检查肺功能
,

结果如下
。

项均值间无明显差别
。

24 小时内从呼吸道以原形态排

该站加油工男 2 人
,

女 2 人
,

年龄 39 ~ 59 岁
,

工 出的汽油仅占贮留量的34
.

5%
。

对照组的呼气中不含

龄 6 ~ 13 年
。

选医院职工与其配对进行比较
。

汽油
。

呼吸带汽油浓度 95 %几何平均浓度范围在 5 9
.

5~ 接触汽油前后肺功能的配对比较见表
。

接毒后与

98 1
.

7m g / m
3 ,

样品超标率35
.

4%
。

工人 日吸入汽油 星期
。

一早晨自身配对的肺功能25 项指标中有 n 项的差

各组受检者肺功能指标的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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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有显著愈义
,

而且与正常者的配对比较中仍有 13

项的差均值有显著意义
,

表明吸入汽油蒸汽后肺活量

(V C
.

V C%
、

实测与预计肺活量之 比 )
、

时间肺活

橄 (F V C )
、

一秒时间肺活量 ( F E V
: )

、

一秒率 ( F E V :

% )
、

吐气峰值流量 ( P F )
、

吐气至 75 % V C 时的流量

( V ” % )
、

V s 。
%

、

最大中期平均流量 (N 3 恤 )F 等值都

明显降低
。

后三项主要反映小气道功能的敏感指标的

下降
,

说明汽油燕汽不仅使大气道收缩
,

而且小气道

也会反应性地缩窄
。

汽油对肺功能的远期影响有待进

一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