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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染毒大鼠肾组织病理学观察

白银公司劳动卫生研究所 (7 3 09 0) 0魏 肖莹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观察不同剂量染毒后
,

急
、

慢性铅中毒所造成的实验动物肾组织病理学改变
,

探

讨铅毒性肾损害的剂量效应关系
。

材料和方法

1 化学纯醋酸铅 〔P b (C H 3
CO O ) 2 〕

,

用去离子水

溶解
,

用于动物染毒
。

1
.

2 实验动物为体重 1 5 0一 5 0 0 9 的健康 W is t a r 大 鼠

和体重 20 一 35 9 的健康昆 明种小鼠
。

1
.

3 实验方法

,
.

3
.

, 急性实验 分染毒和对照两组
,

每组随机取

小鼠 15 只
,

染毒组用醋酸铅 ( 4 。。m g k/ g )水溶液灌胃
,

对照组用 0
.

o ol M 醋酸灌胃
;
小鼠灌胃前均禁食 10 小

时
,

用 0
.

l m l/ 10 g 容积一次灌胃
。

于 49 小时取股动脉

血 0
.

5m l
,

用催化极谱法测定血铅含量 ; 72 小时处死

小鼠
,

取出肾脏
,

一侧肾做大体解剖观察
,

另一侧立即

置于 10 % 中性福尔马林液中固定 48 小时
,

常规法石

腊包埋切片
,

H E 染色
,

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组织病理

学观察
。

1
.

3
.

2 亚慢性实验 染毒组分为 4 组
,

高剂量组

〔 40nr g / (k g
·

d) 〕两组
,

一组染毒 35 天
,

另一组 60 天 ,

低剂量组 〔 10 m g / k( g
·

d) 〕 两组
,

染毒周期同高剂量

组
。

各组均设一个对照组
。

每组用大鼠 20 只
,

雌雄各

半
。

各组均用按剂量配制的醋酸铅新鲜水溶液
,

以

l m l/ l o og 容积每天灌 胃一次 ; 对照组用去离子水灌

胃
。

染毒期间每天观察各实验组大鼠中毒表现
,

每周

称体重一次 ; 染毒期满的前 5 天
,

留取尿液
,

测定尿铅

和 8
一

A L A 含量 ; 染毒结束时测定血铅浓度
,

制作病理

切片观察肾组织病变
,

方法同急性实验
。

2 实验结果

2
.

1 中毒表现

急性染毒组小鼠在染毒半小时即见 活动明显 减

少
,

聚堆
,

反应能力下降 ; 2 小时左右死亡 2 只
,

存活

小鼠 24 小时后恢复正常
。

亚慢性染毒组体重呈下降趋势
,

高剂量组更明显
。

染毒组大鼠萎靡
,

常聚堆静卧
,

进食量减少
,

被毛蓬松
;

高剂量组大鼠在染毒 45 天出现动作缓慢
,

步态沉重
,

5 0 天时部分大鼠后肢瘫痪
,

行走时呈拖步
,

染毒 60 天

时高剂量组 20 只大 鼠死亡 8 只
。

2
.

2 血铅
、

尿铅及 6
一

A L A 测定结果

急性组染毒小鼠血铅 8
.

35 士 4
.

0 4拌m ol /L
,

明显高

于对照组 1
.

67 士 。
.

85 拌m d / L (尸 < 。
.

01 )
。

亚慢性周期

6 0 天组 因存活鼠仅有一半故未统计
;
35 天高剂量染毒

组 血 铅 为 6
.

94 士 1
.

8 6拌m ol / L
,

尿 铅 1 1
.

1 2 士

5
.

2 2拌m o l / L
,

8
一

A L A l l s
.

2 4士 6 0
.

9 9拌m
o
l / L ; 低剂量组

血铅 3
.

0 6 士 0
.

7 8拌m o
l / L

,

尿铅 7
.

4 3 士 2
.

4 5拼m o l / L
。

8
一

A L A 90
.

08 士 39
.

75 拜m ol / L
。

染毒组三项指标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 (尸 < 0
.

01 )
,

提示铅中毒动物模型建立是

成功的
。

2
.

3 肾组织病理改变观察结果

2
.

3
.

1 急性染毒组 肾组织在肉眼观察下未见明显

异常
。

光镜下可见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
,

近曲肾小管上

皮细胞肿胀
,

颗粒变性
,

细胞核增大
;

管腔变小
,

管腔

内可见到少量絮状蛋白
;
肾间质中灶性淋巴细胞浸润

,

似有钙化沉着物质
。

2
.

3
.

2 亚慢性染毒组 肉眼观察肾脏呈紫红色
,

较

正常组肾明显色暗
;
肾包膜增厚 ; 脏器系数高于对照

组
。

光镜下肾小球增大
,

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 近曲小管

管腔扩张
,

上皮细胞颗粒变性
,

部分标本上可见到上皮

细胞玻璃样变性细胞核深染
、

增大
,

管腔内有絮状蛋

白 ; 远曲小管管腔中度扩张
,

上皮细胞颗粒变性
,

个别

细胞核内可见到嗜伊红性一个或二个圆形或卵圆形的

包涵体 ; 肾间质可见轻度纤维化及淋巴细胞浸润
。

多数

标本可观察到间质和肾小管内有散在黄褐色和紫蓝色

圆形沉积物
,

在沉积物里面和周围有棱形黄色结晶体
,

有的结晶体上可见到清晰的横纹
,

该部间质有程度不

等的炎细胞浸润和结缔组织增生
.

以上病理改变
,

以高

剂量
、

长周期染毒组明显
,

且病变程度重
、

异常检出率

高
。

对照组未观察到明显异常
。

3 讨论

有关铅中毒性肾病的研究资料不及汞和福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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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铅主要损害肾近曲小管
。

本资料表明铅毒性

肾病早期或急性期病变以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

毛

细血管充血和间质炎细胞浸润为主 ;慢性期则不仅近

曲小管
,

远曲小管上皮细胞也发生变性
,

且核内出现包

涵体 ; 间质中除淋巴细胞浸润外还出现可能是铅的蛋

白复合体的沉积物
,

慢性染毒组标本上还观察到了肾

小球和间质出现纤维增生
。

国外有人对铅作业工人 肾

活检发现肾小球硬化
,

小球周围和间质纤维化以及上

皮细胞变性等改变
,

经治疗后再次活检
,

发现其他病变

好转而纤维化仍存在
,

提示纤维化病变是不可逆的
。

研

究结果还表明铅毒性所造成的病理改变与接触剂量
、

接触时间呈正相关
。

(收稿
:
1 9 9 5一 0 9一 10 修 回

:
1 9 9 6一0 3一 0 7 )

镐对作业工人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影响

河南省新乡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4 5 3 0 0 3)

梁中民 周 宁 徐 栋 王春燕 庞新侠 张红斌 闰 莉 毛春仙 黄景梅

近年来
,

化学毒物对细胞内活性氧系统的影响愈 1
.

2 测定方法

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

文献报道
,

福可以通过抑制 1
.

2
.

1 血清 C
u
Z
n
S O D 含量测定 用北京华清生化

S O D 活性
,

使活性氧中间体水平升高
,

诱发细胞膜的 技术研究所提供的放免试剂盒 ( PI K
,
9 5 0 6)

。

按说明

脂质过氧化
,

对机体造成损伤
。

因此
,

我们初步研究 了 书
,

直接进行测定
。

重金属福对作业工人血 中铜
、

锌超 氧化物歧 化酶 1
.

2
.

2 全血 G S H
一
P x
活性测定 D T N B 直接法

。

(C
u
Z n S O D )

、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 ( G S H
一

P x)
、

脂质 1
.

2
.

3 血清 L P O 含量测定 硫代巴 比妥酸比色法
。

过氧化物 ( L P O ) 的影响
,

旨在从 自由基生物学角度
,

1
.

3 统计分析
。

探讨福中毒的机理
。

所有数据经处理后
,

输入计算机用 S A S 软件进行

1 对象与方法 F 检验
、

相关性分析
。

1
.

1 研究对象 2 结果

选择某碱性蓄电池厂接福作业工人共计 1 14 例作 2
.

1 血清 C u
Z
n
S O D

、

L P O 含量及全血 G S H
一

P x 活性

为接福组
。

其中男 59 人
,

女 55 人
,

年龄 20 ~ 55 岁
,

工 测定结果

龄 3~ 38 年
,

平均 15 年
。

选择不接触有害毒物的行政 按接福工龄时间长短不同
,

将观察组分为三组
,

测

人员及出国健康检查人员共计 17 0 例为对照组
。

经体 定结果见下表
。

检
,

无肝
、

肾功能异常及其他疾病
。

各工龄组与对照组三项指标比较

L p o ( n m o l / L ) C u Z n S O D (严g / L ) G s H
一
p x ( U )

又士 S n 又士 S n 又士 S

( 1 0 3 3 3
.

7 4士 1
.

2 5 33 3 5 4
.

3士 1 4 3
.

3 3 1 9 9
.

4士 2 3
.

2

10 ~ 2 0 4 5 4
.

5 3士 1
.

4 0 4 5 2 73
.

5士 9 7
.

2 4 5 1 0 0
.

9士 2 9
.

7

) 2 0

对 照组

3 6 4
.

8 6士 1
.

3 9

12 6 3
.

4 0士 1
.

0 0

3 6

1 7 0

27 9
.

1士 1 1 5
.

4

38 4
.

2士 1 6 0
.

1

3 3

1 4 7

1 0 6
.

9士 2 7
.

4

1 4 1
.

4士 2 7
.

3

F 1 9
.

9 8 1 0
.

2 5 4 5
.

2 8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由表 1 可见
,

三个工龄组的血清 L P O 明显高于对

照组
,

而 C
u
Z
n
SO D 和 G S H

一

P x 活性却明显低于对照

组
。

四组间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
L P O 有随接福工龄

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

经 q 检验表明
,

10 年以下组与

10 年以上工龄的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尸 < 0
.

0 5 )
。

血

清 C u
Z
n SO D 有随接福工龄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

经 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