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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接尘组与对照组尿 N A G 活性及异常率 ( % ) 比较

组别 夏士
: ( U / m m o lC r ) 超上限人数 异常率 ( % ) P 值

接尘组

对照组

例数

1 7 1

36

2
.

1 4士 3
.

7 5

1
.

0 5士 0
.

6 4

`

;
2 3

.

98

5
.

56
( 0

.

0 5

组
,

尿 N A G 活性变化见表 2
。

表 2可见
,

接尘时间 ( 10

年的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无明显变化 (尸> 。
.

0 5 )
,

而

接尘时间> 10 年和> 20 年的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分

别有显著性 (尸 < 0
.

0 5) 和极显著性增加 ( P < 。
.

。。1 )
。

衰 2 接尘时间对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

组别
接尘时间

(年 ) 例数 妄士
s ( U /m m o lC r ) P 值

.

接尘组 成 1 0

) 1 0

) 2 0

0

7 6

6 1

1
.

2 6士 2
.

3 1

1
.

8 4士 2
.

0 5

4
.

63士 6
.

6 5

1
.

0 5士 0
.

6 4

> 0
.

0 5

< 0
.

0 5

对照组

3 4

3 6
< 0

.

0 0 1

,

与对照组 比较

2
.

2
.

2 年龄对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 选择接尘时间

均为 10 年的接尘工人 34 例和对照组工人 36 例
,

按35 岁

以下和 35 岁以上划分年龄段
,

两组工人 35 岁以下和 35

岁以上年龄段尿 N A G 活性均无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5 )
。

2
.

2
.

3 吸烟或饮酒对尿 N A G 活性的影响 接尘组
、

对照组中的吸烟者或 /和饮酒者尿 N A G 活性均无显

著性差异 (尸> 0
.

0 5 )
。

3 讨论

动物实验证实
,

二氧化硅可导致肾脏毒性反应
,

主

要表现为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

肾间质炎
、

纤维化和肾

小球硬化
。

国外也有学者发现
,

接触二氧化硅粉尘工人

肾组织二氧化硅含量明显增加
,

并伴有肾小球和肾小

管超微结构的改变
。

本次的研究结果证实
,

接尘工人尿

N A G 活性明显增加
,

而且尿 N A G 活性增加与接尘时

间的延长有关
,

提示接尘工人有肾小管功能障碍
,

并呈

时间
一

反应关系
。

但由于接尘工人肾功能损害症状不明

显
,

而且尿常规检查
、

普通肾功能检查无明显异常
,

因

此二氧化硅粉尘所致肾功能损害往往被人们忽视
。

尿 N A G 是肾小管功能损害的早期敏感性指标
。

本研究发现
,

该酶活性不受年龄
、

吸烟及饮酒等外在因

素的影响
,

而与接尘时间有明显的联系
,

可作为二氧化

硅粉尘接触工人有效的生物学监测指标
。

H e 一 N e 激光对家兔血脂
、

心肌酶及

血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
’

朱启星 孙 栩 杨永 坚 张永华 余秋月 王家骥 朱剑华 叶 琳

激光不良生物学效应研究多集中在大功率照射对

眼和皮肤的损伤 1[, ’ 〕 ,

而低功率反复照射
,

尤其是波长

在 3 500 ~ 7 000 人的激光对生化代谢和心血管系统的

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l[, 3
,
` 〕。

本文选用低功率 H
e 一
N

e

激

光 以一 6 328 人 ) 反复照射家兔
,

以研究其对血脂
、

心

肌代谢酶以及血液流变学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选用家兔 (安徽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 18 只
,

体

重 1 4 5 0~ 2 0 5 0克
,

随机 等分 3组
。

一组用 H N Z SQ 型

, 安徽省教委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
:

2 3。。 00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研室

(朱启星
、

孙栩
、

杨永坚 、 张永华
、

余秋月 )
,

广州医学院 (王

家骥 )
.

安徽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朱剑华
、

叶琳 )

H
e 一
N

e

激光器每天照射兔右眼 5分钟
,

连续 15 天
,

功率

密度为 s m w c/ m
Z (光斑直径 I cm )

。

二组用同型激光器

每天照射家兔心前区 (去毛 ) 5分钟
,

连续 15 天
,

功率

密度为 Zo m w c/ m , (光斑直径 k m )
。

三组为对照组
。

在实验前和连续照射 15 天后 (对照组同时 )采兔耳

静脉血测定血清胆固醉 ( T C )
、

甘油三醋 ( T G )
、

高密

度脂蛋白胆 固醇 ( H D L
一

C )
、

低密度脂蛋 白 ( L D L )

(均用温州东匝生物工程试剂仪器厂试剂盒 )
,

血清谷

草转氨酶 (S A S T ) (上海生物制品所试剂盒 ) 和乳酸

脱氢酶 ( L D H ) (台湾 B G H 生物化学公司试剂盒 )
、

全

血粘度 (W B V ) 和血浆粘度 ( P V ) (WX N
一

D 型血粘度

仪 )
、

红细胞压积 (H C T ) (W Y A I 型微量压积仪 ) 以

及血浆纤维蛋白原 ( iF b g ) (双缩脉法 )
。

并进行心电图

检查 (国产 x D H
3

型 )
。



2 结果 眼和心前区 激光照射 15 天后 L D H 活性明显上

激光照射兔眼后
,

其血清 T C 和 L D L 明显升高
,

升
,

但 S A S T 活性的变化无显著差异 (表 2)
。

眼照射后

而 H D L
一

C 显著下嗽尸 < 。
.

01 )
。

心前区照射后 H D L
一

C 心电图出现 T 波降低
,

但 S一 T 段改变不明显
,

而心前

也降低 (尸 < 0
.

0 5 )
,

但降幅比眼照射组小
,

血脂其他 区照射后全部家兔皆出现 S一 T 段显著水平压低 (幅

指标改变不明显 (表 1)
。

度均大于 0
.

s m m ) 和 T 波低平
。

表 1 激光照射前后家兔血脂各指标 ` 士 s) 比较

眼部照射组 心前区照射组 对照组
照射前 照射后 照射前 照射后 实验前 实验后

T C

( m m o l / L )

T G

( m m o l / L )

H D L
一
C

( m m o l / L )

L D L

( m m o l / L )

1
.

6 2士 0
.

3 5 1
.

9 5士 0
.

3 6
心 嘴 △ 1

.

9 6士 0
.

3 7 1
.

8 0士 0
.

5 3 1
.

6 6士 0
.

4 0 1
.

4 2士 0
.

3 6

1
.

0 8士 0
.

2 4 1
.

0 7士 0
.

1 8 1
.

1 9士 0
.

1 4 1
.

1 4士 0
.

2 5 1
.

0 6士 0
.

2 7 1
.

0 2士 0
.

5 4

0
.

7 4士 0
.

1 2 0
.

5 3士 0
.

0 3
苍 苍 0

.

5 7士 0
.

1 1 0
.

4 3士 0
.

0 9
并

△ 0
.

5 3士 0
.

1 2 0
.

5 9士 0
.

1 4

0
.

6 6士 0
.

3 9 1
.

2 2士 0
.

4 1
肠 ` △ 1

.

1 2士 0
.

3 5 1
.

1 4士 0
.

5 3 0
.

9 2土 0
.

3 0 0
.

7 9士 0
.

2 1

`

与照射前相比
,

尸< 0
.

05 ; “ 与照射前相比
,

尸 < 0
.

01 ;△与对照组相比
,

尸 < 。
.

05

表2 激光照射前后家兔心肌酶活性 ` 士 : ) 比较

眼部照射组 心前区照射组 对照组
照射前 照射后 照射前

2
.

24士 0
.

8 9

照射后 实验前 实验后

L D H

(拜m o l
·
s 一 l / L )

S A S T

(拜m o l
·
s 一 1 / L )

3
.

0 7士 0
.

4 9 5
.

6 4士 2
.

7 4△ 6
.

0 1士 2
.

4 8
, . △△ 2

.

2 9士 0
.

5 1 2
.

2 5士 0
.

5 3

8 0 5
.

7士 8 9
.

0 8 3 6
.

2士 2 8 2
.

2 5 9 6
.

8士 1 14
.

2 7 4 6
.

8士 2 1 5
.

4 6 4 1
.

8士 1 1 7
.

7 6 45
.

1士 1 0 4
.

9

“ 与照射前相比
,

尸 < 0
.

01 ; △与对照组相 比
,

尸 < 0
.

05 ; △△与对照组相比
,

尸 < 0
.

01

激光眼照射组血液流变学各指标无明显变化
,

心 各组间无显著差异 (表 3)
。

前区照射组除 iF b g 水平升高外 (尸 < 0
.

0 1 )
,

其余指标

衰 3 激光照射前后家兔血液流变学各指标 ` 士
: ) 比较

眼部照射组 心前区照射组
照射前 照射后 照射前 照射后

对 照 组
实验前 实验后

W BV

( r a t i o )
4

.

66士 0
.

13 4
.

7 3士 0
.

3 9 4
.

3 9士 0
.

2 2 4
.

8 2士 0
.

1 9 4
.

3 2士 0
.

5 2 4
.

6 4士 0
.

2 8

PV

( r a t i o )

H C T

( % )

F i b g

( g / L )

1
.

8 0士 0
.

0 8 1
.

7 8士 0
.

1 2 1
.

6 7士 0
.

1 5 1
.

9 2士 0
.

1 5 1
.

6 2士 0
.

1 8 1
.

7 2士 0
.

1 7

3 5
.

3士 3
.

5 3 9
.

7士 1
.

6 4 0
.

3士 2
.

6 3 5
.

6士 3
.

7 38
.

1士 4
.

4 3 8
.

5士 2
.

7

2 3 8
.

6士 4 1
.

5 2 6 0
.

3士 4 0
.

8 2 2 7
.

3士 1 3
.

3 3 2 5
.

1士 2 0
.

7
妥 肠△ △ 2 38

.

8士 18
.

1 2 6 1
.

2士 2 1
.

0

` ·

与照射前相比
,

尸 < 0
.

01 ;△ △与对照组相比
,

尸 < 。
.

01

3 讨论

本文采用 H
e 一N e

激光 以 ~ 6 328 人 ) 低功率反

复照射家兔眼和心前区
,

实验结果表明眼部激光照射

可 引起兔血脂改变
,

表现为 T C 和 L D L 显著升高 ;

H D L
一

C明显下降
,

此结果与激光对人体血脂影响报道

类似闭
。

心前区激光照射功率虽是眼 照射的 4倍
,

但血

脂改变不及眼照射明显
。

提示激光照射引起的脂质代

谢异常可能是激光的光刺激兴奋性
,

通过眼部光一植

物神经反射所致
。

该结果支持激光引起的脂质代谢紊

乱与激光照射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有关的看法 l[, 3〕 。

激光眼照射出现的心电图 T 波降低和 心肌酶活性改

变
,

也可能与激光的光一植物神经反射
,

造成心肌细胞

供血不足有关 l[, a〕 。

心前区照射的心肌酶活性升高和心

电图改变比眼照射更明显
,

可能与比眼照射功率大数

倍的激光穿透皮肤直接照射心脏阁
,

造成心肌细胞损

伤有关 [ 1
,

5
,

` :
。

小功率 H
e

一N e

激光可引起凝血机能出现改变
,

主要表现为凝血活素和 凝血酶原增高川
。

本次实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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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全血粘度和血浆粘度变化
,

与上述观点不吻合
,

但心前区照射出现血浆纤维蛋白原的增高
,

其发生机

理和对凝血机能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

4 参考文献

1 曲治华
,

王朝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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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第一版
.

北京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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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宗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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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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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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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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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风华
,

王雪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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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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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张基美
,

欧阳忠孝
,

寇惠芳
.

1 22 例激光作业人员健康调查
.

职业医学
,

1 9 8 7
,

1 4 ( 4 )
:

5

虞启琏
,

王琳
,

编著
.

医用激光仪器
.

第一版
.

天津
:

天

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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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1 2 5

H i ll e n k a m P
.

F
.

L a s e r r a d i a t i o n t i s s u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

H e a l th

P h y s i e s
,

1 9 8 9
,

5 6 ( 5 )
:

6 13

(收稿
:

1 9 9 5
一

1 1
一
30 修回

:
1 99 6

一
0 8

一
0 5 )

慢性职业性蔡接触工人事件相关电位 P 3。。

的研究

杜长梅 柴静雯 牛静华 杜松明 史 勤 李洁稚

aP
。 。

是脑诱发 电位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
,

为事件

相关电位 ( E v e n t 一 R
e la t e d P

o t e n t i
a l

,

E R P ) 的正相晚

成分
,

这些成分大都来 自皮 层感受器
,

只有在刺激过程

中进行识别及辨认才会产生
.

因而能够反映大脑高级

综合功能中认知心理过程
。

目前作为测定认识能力的

一种新的无创伤性有客观数据的检查方法
,

已引起医

学界的关注
。

关于蔡作业工人 aP
。 。

的研究
,

国内外尚未

见报道
。

为探讨慢性蔡接触对大脑认知功能的影响
,

对

30 名蔡作业工人进行了 P 30 。
测定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接触组为某化工厂禁作业 (苯醉车间 )工人 30 名
,

其中男性 18 名
,

女性 12 名
,

平均年龄 41
.

7 士 7
.

83 ( 26 ~

5 5 ) 岁
。

专业工龄平均 1 5
.

5士 6
.

9 3 ( 5~ 2 7 ) 年
。

对照组

选择郑州地区不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健康成人 51 名
,

男性 21 名
,

女性 30 名
,

年龄 21 ~ 60 名
,

每 10 岁一个年龄

段
。

受检者以往均无神经系统疾患史
,

无麻醉和嗜酒

史
,

无精神病史及家族史
。

双耳听力正常
。

检查合作
。

1
.

2 受检者仰卧于安静
、

避光的屏蔽室内
,

使之放松
、

闭眼
。

应用 日本 N
e u r o p a e

k F
o u r

M in i M E B
一
5 3 0 4诱发

电位仪
。

按国际 1 0
一
2 0系统法按置头皮电极

,

各导联电

阻在 s k n 以下
。

采用 2 o o o H
z
和 1 o o o H

:
两种纯音听觉

刺激
,
2 o o o H

:
纯音作为靶刺激

,
1 o o o H

:
纯音作为非

靶刺激
,

两者以 2 : 8的比例随机出现
,

每当靶刺激出现

时
,

让受检者尽快地按压开关
。

叠加 20 次
,

重复 记 录

2一 3次
,

应用仪器的存贮功能
,

确定 2次波形
,

测定 P 300

的潜伏期 (m s )
,

波幅 伽V ) 和面积 恤V m s )
,

取其两

次记录的均值
,

将测定结果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

2
.

1 车间工作岗位空气中禁浓度测定结果 (气相色谱

法 ) 见表 1
。

表 1 工作岗位空气中禁平均浓度 (m g / m
, )

岗 位 1 99 0年 一9 9 1年

加料 口 6 3
.

1 0 5 3
.

1 0

进料室 5 0
.

6 0 4 2
·

2 0

操作室 1
.

6 0 3
·

9 5

出料 口 0
.

5 0 1
·

1 5

2
.

2 P
3。。

检测结果

2
.

2
.

1 蔡作业工人 aP 00 与对照组的比较

按照神经心理
、

生理学的意义
,

反映病人注意力
、

选择及合作程度的 Nl
。。 、

P 20 。

峰潜伏期
,

两组间比较差

异无显著意义
,

证实受检者是认真对待检查且非常合

作达到了检测的要求
。

反映认识功能的 P 30
。

峰潜伏期

禁作业工人比对照组明显延长
,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间

差异有极显著意义 (尸 < 0
.

0 1 ) ; 蔡作业工人的 aP
。。
波幅

有下降倾向
,

面积有减小倾向
,

但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

均无显著性意义 护 > 0
.

0 5 )
,

见表 2
。

2
.

2
.

2 蔡作业工龄与 aP
。。
的关系

根据工龄将蔡作业工人分为 A 组 (5 ~ 10 年 )
、

B

组 ( 1 1~ 1 5年 )
、

C 组 ( > 1 6年 )
,

每组 1 0名
。

各组的 P
3。。

结果见表 3
。

由表 3看出
,

P qon 潜伏期随工龄增加而延长
,

A
、

B

作者单位
: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 0 0 5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