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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接触期间苯的吸收量及经肺的排出率

随接触浓度的升高
,

苯的吸收量相应增加
,

两者呈

明显正相关 ( : 二 0
.

87 , 尸 < 0
.

01 )
,

以原形经肺的排出

量也随之增加 ;但经肺排出量占吸收总量比率则减少 ,

男女之间无显著差异 (表 3)
。

3 讨论

研究职业性苯接触者吸入苯的排出途径对评价其

危险度具有重要的毒理学意义
。

本研究发现工人接触

苯后肺中滞留率平均为 54
.

31 % ( 42 % ~ 62 % )
,

不同

性别
,

不同浓度的接触者间未见明显差异
。

接触期间的

吸收总量随接触浓度增高而增加
,

有明显正相关 ;但进

入体内的苯经肺排出所占比率
,

却随接触浓度升高而

降低
,

接触浓度 < s m g / m , ,
4 0一 1 5 0 m g / m

, ,

> 6 0 o m g /

m ,

时的经肺排出率分别为 56 %
,

15 纬
,

5 %
。

由此可

见
,

当接触浓度较低时吸入苯主要由呼气中排出 ;随着

接触浓度增高
,

进入体内的苯经肺排出的比率明显减

少
,

而可能主要经代谢转化成其他产物从尿等其他途

径排出
。

如将浓度控制在 s m g / m
3

以下
,

吸入苯主要 以

原形从呼气中排出 (5 0 % 以上 )
,

则可明显降低职业苯

接触的危险度
。

(收稿
:

1 9 9 5一 11一 1 0 修回
:

1 9 9 6一 0 5一 3 0 )

职业性锑接触对机体 C u
、

z n
、

F e 代谢的影响

湖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4 1 0 0 7 8) 卢四清 杨 桦 安 飞云

本研究着重观察炼锑工人头发和尿液中铜
、

锌
、

铁 2
.

, 尿锑
、

发锑含量

含量的变化
,

旨在从微量元素角度探讨锑对机体健康 尿锑
、

发锑含量测定结果表明
,

锑作业工人尿锑

的影响
。

( 5 4
.

3士 2 7
.

7拌g / m l )
、

发锑 ( 6 5一士 2 9
.

3拜 g / g ) 均显著

1 材料与方法 高于对照组 (尿锑 10
.

2士 8
.

1拜g / m l
,

发锑 6
.

8士 4
.

3拜g /

1门 调查方法 g )
,
尸 < 0

.

01
,

尿锑约为对照组的 .8 3 倍
,

发锑约为对

随机抽取某锑冶炼厂工龄两年以上冶炼工人 1 02 照组的 9
.

6倍
。

人
,

平均年龄 3 3
.

3 岁 (平均 19 ~ 53 岁 )
,

平均工龄 1 1
.

5 2
.

2 铜
、

锌
、

铁含量测定

年 (平均 2~ 19 年 )
。

在调查期间
,

进行常规体检
,

详 铜
、

锌
、

铁含量测定结果列于表 1
,

锑作业工人尿

细询问锑接触情况
,

并收集尿液和头发
,

测定锑及铜
、

c
u 、

z
n 、

F e
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

.

0 5)
,

锑作

锌
、

铁含量
.

同时选择无锑接触工人 54 人作为对照
,

平 业工人发 F e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尸 < 0

.

0 1 )
,

发 C
u

均年龄 32 岁 (l 9 ~ 47 岁 )
,

平均工龄 12
.

4 年 (3 一 20 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0
.

0 5 )
。

进一步分析 C u/ Zn 比

年 )
。

值可见锑作业工人尿 e
u

/ z
n
比值为 0

.

0 4 6士 0
.

0 2 9
,

对

1
.

2 测定方法 照组人群为 0
.

0 39 士 。
.

0 1 9
,

差异无显著性
,

但头发 C u/

锑含量测定用 5
一

B
r
P A B A 比色法 [ , 〕 。

铜
、

锌
、

铁含 Z n 比值 ( 0
.

0 7 5士 0
.

0 3 0 ) 远较对照组 ( 0
.

1 4 4士 0
.

1 2 )

量测定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川
。

为低
,

差异有显著性 (P < 。
.

0 5)
。

2 结果

表 1 锑作业工人与对照组人群铜
、

锌
、

铁含量 ( PP m ) 的比较

例数 尿 C u 尿 Z n
尿 F e

发 C u 发 Z n
发 F e

锑作业工人

对照组人群

10 2

54

0
.

0 6士 0
.

0 2
.

1
.

5 2士 0
.

6 3
.

0
.

2 9士 0
.

1 2
.

19
.

2士 2 0
.

7
.

2 0 0
.

5士 5 5
.

4 1 22 6
.

8士 8 4 5
.

9
. ’

0
.

3 9士 0
.

2 6 2
.

0 9士 0
.

7 7 0
.

3 3士 0
.

0 9 29
.

7士 2 2
.

5 2 2 0
.

5士 8 0
.

3 3 1 5
.

0士 7 1
.

6 8

“

尸 < 0
.

0 5
, ’ .

尸 < 0
.

0 1

2
.

3 尿锑
、

发锑含量与 C
u 、

Z
n 、

F
e

的关系

由表 2 可见
,

随着尿锑浓度的升高
,

尿 C
u 、

Z n 及

发 C
u
呈下降趋势

,

但不同尿锑含量组人群间差异无

显著性
。

发铁呈上升趋势
,

且与尿锑呈显著性正相关

(r 一 .0 3 2 1 0
,

尸 < 0
.

0 1 ) ;
随着发锑浓度增高

,

尿 C
u 、

Z
n

及发 C
u

含量呈下降趋势
,

发 F e
则呈上升趋势

,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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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锑含量组人群间各指标差异无显著性
。 。

.

0 1 )
。

发锑与 C
u 、

Z
n 、

F
e
含量无明显关系

。

进一步

2
.

4 工龄
、

年龄与 C
u 、

Z
n 、

F
e

的关系 分析不同年龄人群 C
u 、

Z
n 、

F
e
含量的变化

,

除发 eF

随接锑工龄延长
,

锑接触工人尿 C
u
和发 C u 、

Z n 在不同年龄组人群间差异有显著性外 (尸< 0
.

0 1 )
,

其

呈下降趋势
,

但无明显相关 ; 发 F
e
随锑接触工龄延长 余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

。

逐渐增加
,

两者呈显著性正相关 (r 一 0
.

2 1 2 6
,

尸 <

表 2 尿锑
、

发锑含量与 C
u 、

Z n 、
F e ( p p m ) 的关系

例数 尿 C u

尿 Z n
尿 F e

发 C u

发 Z n
发 F e

尿锑

(拜g / m l )

2 0~ 1 8 0
.

0 6 0士 0
.

0 2 0 1
.

8 0 4士 0
.

7 0 5 0
.

28 0士 0
.

10 4 2 4
.

3士 2 3
.

7 1 95
.

2士 2 9
.

3 76 4
.

2士 4 3 2
.

0

8 0~ 4 9 0
.

0 5 8士 0
.

0 1 9 1
.

5 3 1土 0
.

0 6 0 0
.

2 69士 0
.

11 0 16
.

8士 1 3
.

2 1 99
.

1士 5 3
.

6 1 3 16
.

1士 2 0 7 6
.

2

1 2 0~ l 9

l 6

0
.

0 5 5士 0
.

0 1 8 1
.

3 6 8土 0
.

4 5 3 0
.

30 0士 0
.

12 5 2 2
.

9士 2 7
.

6 20 2
.

3士 3 2
.

0 1 2 1 1
.

3士 1 3 2 1
.

3

1 6 0 ~ 0
.

0 5 4士 0
.

0 2 5 1
.

3 5 0士 0
.

5 4 9 0
.

3 2 1士 0
.

16 6 1 6
.

2士 7
.

9 20 8
.

4士 95
.

6 1 4 9 4
.

7士 2 5 4 5
.

8

发锑

(拌g / g )

1 0~

4 0 ~

l 8

4 9

0
.

0 5 9士 0
.

0 2 1 1
.

6 8 8士 0
.

5 0 2 0
.

20 6士 0
.

10 5 2 0
.

9士 18
.

5 1 92
.

6士 2 9
.

1 8 9 0
.

9士 9 5
.

3

0
.

0 5 7士 0
.

0 2 0 1
.

6 4 3士 0
.

6 8 0 0
.

30 0 士 0
.

19 2 2 1
.

6士 14
.

6 2 10
.

1士 72
.

5 9 15
.

4士 5 4 3
.

7

7 0 ~ 1 9

1 0 0 ~ 1 6

0
.

0 5 4士 0
.

0 2 0 1
.

6 0 4士 0
.

7 6 3 0
.

2 64士 0
.

11 7 1 6
.

8士 8
.

7 20 0
.

8士 2 9
.

7 8 2 8
.

0士 6 9 0
.

4

0
.

0 5 4士 0
.

0 1 8 1
.

5 1 9士 0
.

6 3 7 0
.

2 78士 0
.

0 8 8 16
.

8士 10
.

8 1 92
.

5士 64
.

3 1 75 7
.

2士 2 7 1 2
.

9

3 讨论

职业性锑接触对肺脏
、

心脏和皮肤的损害已被人

们普遍认识
,

但它对微量元素代谢的影响还不很清楚
。

本研究通过对 1 02 例锑作业工人健康体检发现
,

锑作

业工人尿 C u
、

Z
n
和发 C u

含量明显降低
,

而发 F
e

含量

则显著增加
,

发 C u/ Z
n
比值也出现异常

,

表明长期锑

接触能导致机体 C
u 、

Z
n 、

F e

等微量元素的代谢失常
。

发 F
e

与工龄
、

年龄呈显著性正相关
,

是否与作业环境

中铁含量有关有待进一步调查
。

C
u
和 Z n 含量虽随体

锑负荷
、

工龄增加有降低趋势
,

但无显著性差异
,

因此

进一步研究 C u 、

Z n 在锑接触期间的变化规律及其意

义仍有必要
。

(收稿
:

1 9 9 5一 0 4一 1 8 修回
:

1 9 9 6一 05一1 0 )

红细胞喃咤 5’
一

核昔酸酶作为铅接触指标的研究

湖南省湘潭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 4 1 1 1 0 1) 谭湘武 张冬责 王华岚

关于铅中毒的研究
,

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

其实

验室诊断指标的研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入
,

尤其是近

年来 国外 对 红 细 胞 啥 咤 5忆核 昔 酸 酶 ( 以 下 简

R B C P S N ) 活性作为铅接触监测指标进行了广泛地

研究
。

我们从检测方法学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

现将

结果介绍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铅接触组 92 人
,

为从事炼铅
、

熔铅作业工人
,

男

49 名
,

女 43 名 ; 锡接触组 50 人
,

从事熔福作业工人
,

男 26 名
,

女 24 名 ; 正常对照组 90 人
,

为商场售货员
、

行政人员
、

集团公司职员
,

男 55 名
,

女 35 名
。

以上各

组人员年龄在 20 ~ 45 岁之间
,

工龄在 1年以上
。

在进

行职业性常规体检的同时
,

测定各组人员静脉血的红

细胞 P S N
、

血铅 ( P bB )
、

尿铅 ( P b U )
、

尿粪 叶啡

( C P )
、

尿 8
一

氨基酮戊酸 临
一

A L A ) 等实验室研究项目
。

1
.

2 检测方法

红细胞 P S N 活性测定采用改良 V al e
nt i ne 比色

法
。

P b B
、

P b U
、

C P
、

占
一

A L A 均按中国预防医学科学

院主编《职业病诊断国家标准沁B l l 5 0 4
一

8 9 附录 A
、

B
、

F
、

G 所述方法操作
。

作业环境空气中铅
、

福浓度的测

定按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 (第三版 ) 所述方法操

作
。

2 结果

2
.

1 空气铅量与血铅
、

P SN 活性的关系

见表 1
。

由表 1 可知
,

铅接触组血铅浓度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和福接触组
,

而红细胞 P S N 活性明显低于正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