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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两组小气道功能异常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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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接触组小气道功能异常率三年 自身比较 接

触组工人不论吸烟与否
,

其异常率三年 自身比较呈下

降趋势
,

经统计处理差异有显著意义 (尸 < 0
.

05
,

尸 <

0
.

0 1 )
。

2
.

2 接触组小气道功能异常率按工龄 比较

工龄 > 10 年者异常率较工龄 < 10 年者为高
,

但无

统计学意义
。

2
.

3 男性工人接酸
、

吸烟对小气道功能异常率相对危

险度比较 ( R R )

对照组吸烟者相对危险度为 1
.

74
,

接触组不吸烟

者明显增高
,

三年分别为 3
.

49
、

4
.

01
、

3
.

01
;
既接触

铬酸 又吸烟者的相对危险度最高
,

三 年分别为 5
.

54
、

.4 43
、

.3 4 5
。

表明铬酸雾是影响接触组工人小气道功能

的主要 因素
。

3 讨论

近年来
,

有报道低浓度铬酸雾所致鼻部损害的检

出率较高
。

本文资料表明低浓度铬酸雾不仅造成高检

出率的鼻损伤 ( 1 9 9 1 年检出率为 35 %
; 1 9 9 3 年 21 % )

,

还能对小气道功能造成损害
。

本文资料还表明
,

这种损害具有自愈性
。

自愈原因

和下列因素有关
: 〔 l) 低浓度铬酸雾引致的小气道功能

异常属可逆性改变
。

小气道疾病有可逆不可逆两方面
,

由粘液栓
、

急性炎症引起的为可逆性
,

小气道纤维化
、

变形
、

狭窄
、

闭合为不可逆性
。

国外也有报道
,

镀铬工

人 8 小时的平均接触值超过 2拌g /m 3 ,

可引起肺功能的

暂时降低
。

由此可见本组工人所处环境浓度的铬酸雾

(低浓度 ) 对小气道的影响尚未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

( 2) 个人防护意识加强
,

车间空气毒物浓度下降
,

减少

了对小气道的刺激
。

本组工人在小气道功能异常率呈

下降趋势时
,

鼻损伤检出率也明显下降 (尸 < 。
.

0 5 )
。

说

明加强铬电镀工人的劳动保护
,

能有效保护小气道功

能
。

(本文承上海杨浦 区中心医院倪为民主任指导
,

致谢 )
。

(收稿
: 1 99 5一 0 3一 1 3 修回

: 1 9 9 5一 0 8一 1 0 )

复方中药自由基清除剂防治苯乙烯职业毒害初探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 医院 ( 7 3 0 0 6 0) 李朴静

为了探索苯 乙烯对人体的损伤机制
,

我们观察了

苯乙烯工人体内 S O D 活力
、

M D A 含量
、

A L T 活性变

化规律
,

以 了解苯 乙烯职业危害与自由基损伤的关系
,

并用 中草药配制成自由基清除剂进行试验性防治
,

获

得满意效果
,

现报告如 F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以某公司橡胶厂接触苯 乙烯的 2 0 4 名工

人为对象
。

对照组选距该厂 50 公里处上风 向无工业污

染的农村县城教师
、

医护等职工 106 人
,

不接触苯 乙烯

及其他石 油化工产品及原料
,

生活习惯
、

生 活水平等与

接触组相仿
。

,
.

2 方法 所服药物为中草药制剂
,

暂称为
“

扶正活

力合剂 (代号 F H J ) ”
。

对 20 4 名志愿者随机分组
,

并严

格按双盲法分为治疗组和安慰剂组
,

安慰剂为外型 与

F H J 完全相同的淀粉制剂
。

每天服药 3 次
,

每次 3 片
,

连续 70 天
。

在服药前及服药 70 天后分别取空腹静脉

血
,

测定 S O D 活力 (邻苯三酚自氧化法 )
、

M D A 含量

( T B A 荧光法 ) 及 A L T 活性 (改良金氏法 )
。

资料不全

及中断服药累计 7 天 以上者一律剔除
,

共 1 59 例进入

统计分析
。

2 结果

2
.

1 接 触 组 工 人 肝 脏 的 A L T 有 147 人 异 常

( 7 2
.

1 % )
,

其异常值范围 61 ~ 32 o U / L
。

接触组与对照

组两组间 S O D
、

M D A
、

A L T 比较
,

差异均有高度显著

性
,

P < 0
.

0 0 1 ( 见表 l )
。

2
.

2 接触苯 乙烯工人
,

服药 70 天
,

A L T 活性下降至

正常
,

S O D 活力 回升至正常
,

M D A 含量也下降到正

常
,

服药前后无论自身对照或与安慰剂组对照均有高

度显著性差异 (见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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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S O D
、

M D A
、

A L T 测定结果比较

S O D ( U / g H b ) M D A ( n m o l/ m l ) A L T ( U / L )

组别 人数
X士 S X士 S

接触组 2 0 4

1 06

1 3 7 2士 1 1 5
.

4 08士 0
.

2 7 6 9 3
.

5士 4
.

5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对照组

表 2

1 6 4 8士 23 3
.

6 48士 0
.

4 2 7 5 6
.

6士 4
.

3

服药前后 S O D
、

M D A
、

A L T 自身及组间对照表

项 目 人数

S O D (U / g H b )

组别

治疗组

安慰剂组

组 间对 照 尸

治疗组

安慰剂组

组间对照 尸

治疗组

安慰剂组

组 间对照 P

服药 70 天 自身对照 尸

{;
2 1 26

1 8 56

《 二 0
.

0 0 1

3
.

7 1 4

4
.

2 6 2

( 0
.

01

3 9

85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M D A ( n rn o l / m l ) );

服药前

1 3 5 9

1 4 02

> 0
.

2

5
.

4 7 5

4
.

5 5 7

二> 0
.

1

8 9

9 0

)
> 0

.

5

< 0
.

0 0 1

> 0
.

4

A L T ( U / L ) );
< 0

.

0 0 1

> 0
.

5

3 讨论

丫:
化 丁1业的许多原料

、

中间体
、

成 品和副产品都具

有自由基的物理特性
,

苯乙烯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单体
。

长期接触苯乙烯的工 人
,

健康受到一定损害
,

表现为组

织细胞损伤的通 用指 标 A L T 活性异常升高 ( 正常值

6 O U八
·

改 良金 氏法 )
,

与自由基相关指标 S O D 活力异

常降低 (正 常值 1 50 o U / g H b 以上
,

邻苯三酚 自氧化

法 )
、

M D A 含量异常升高 (正常值 4
.

15n m ol /m l 以下
,

T B A 荧光法 ) 相伴出现
,

提示此种损伤与自由基有关
。

在观察中发现安慰剂组在服用 30 天时
,

S O D 活力及

M D A 含量均一度达到正 常范围
,

但继续服用到 70 天

时 M D A 含量又升至异常
,

SO D 活力有下降趋势
,

但

仍在正常范围
,

而治疗组则进一步改善
,

两组间有显著

差 异 (尸 < 0
.

0 0 1 )
,

考虑这与试验动员时的 良性心理因

素有关
。

本文通过对长期接触苯 乙烯工人服用复方中药 自

由基清除剂的观察
,

显示此清除剂可使受损的 SO D 活

力恢复
,

M D A 含量
、

A L T 活性迅速下降到正常范围
。

提示该清除剂能抑制脂质过氧化损伤
,

提高清除氧 自

由基的能力
,

并具修复组织损伤的作用
。

参试者服用后

均无任何不良反应
;

动物实验也证明此中药不仅能有

效地清除过量 自由基
,

而且无毒副作用
,

并有助于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
。

(收稿
:

1 9 9 5一 1 1一 30 修回
:

1 9 9 6一 0 3一 0 5 )

交通警察神经行为功能改变的研究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 5 1 0 2 6 0) 广卜宁仁 肖海云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谢润红

近 10 余年来广州市区机动车辆数目剧增
,

大量尾

气排放加剧空气污染
,

对长期在马路执勤的交通警察

的健康构成威胁
。

为探讨职业因素对交警人员神经系

统的影响
,

我们在 1 9 9 1一 1 9 9 2 年间对广州市男交通 民

警进行了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民警中随机选取男交警 1 57

名作为观察组
。

该组 民警均参加 日常交通执勤
,

执勤地

点为广州市内交通繁忙地段
,

其警龄 3 ~ 4。 年不等
,

平

均为 13 年
。

对照组为 50 名某糖厂男职工
,

工种为蔗糖生产工

人和 同厂经济民警
,

均无职业性毒物接触史
。

该糖厂距

广州市区 80 公里 以外
,

且位于非交通要道的农村地

区
。

两组对象文化程度 相似
,

为初中至高中
。

进行行为

测试之前的一周内均接受过详细体检
,

以排除严重内

科
、

外科或神经精神科等疾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