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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硫化碳 ( CS2 )作为磺化剂用于制造粘胶纤维和

玻璃纸 ,长期接触可致机体脂质代谢改变 ,甚至在未见

临床中毒的情况下 ,使冠心病死亡率增高〔1〕。已知机体

脂质代谢紊乱是影响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因素 ,作者为

探讨 CS2对机体脂质代谢功能的毒作用机理 , 对某化

学纤维厂、 玻璃纸厂接触 CS2作业工人血清脂质过氧

化代谢产物 ( M DA)、 超氧化物岐化酶 ( SOD )及同功

酶活性、 血脂含量进行了测定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观察组为某化纤厂、 玻璃纸厂长期接触 CS2作业

工人 142人 ,男 106人 ,女 36人 ,年龄 18～ 54岁 ,平均 27. 5

岁 ,专业工龄 1～ 15年 ,平均 7. 19年。对照组选择同一地

区不接触工业毒物的健康人 65人 ,男 42人 ,女 23人 ,年

龄 20～ 52岁 ,平均 26. 7岁。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经统计

学处理无显著差异 , 受检前无明显感染史。

1. 2　方法

1. 2. 1　血清丙二醛 ( M DA)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

法 , SOD及同功酶活性测定采用试剂盒法 (由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

1. 2. 2　甘油三酯 ( TG) , 血清胆固醇 ( C H) , 血清

高密度脂蛋白 ( HDL) 采用试剂盒 (由东瓯生物工程

试剂仪器厂提供 ) 测定。

1. 2. 3　气相色谱法测定空气中 CS2含量 , 在不同车

间不同工序对工人作业点呼吸带用集气袋进行定点采

样 , 计算加权平均浓度。

2　结果

2. 1　车间空气中 CS2浓度测定结果

见表 1。

表 1　车间空气中 CS2浓度　 mg /m3

样本数 范围 x

长丝纺丝 40 1. 00～ 38. 5 12. 61

长丝分厂 28 1. 88～ 46. 25 11. 35

短丝原液 68 0. 51～ 135. 42 31. 85

短丝纺丝
57 0. 50～ 190. 00 33. 68

酸站 36 0. 01～ 24. 00 5. 56

合计 229 0. 01～ 190. 00 21. 40

　　表 1所示共采集 229个样品 , 车间空气中 CS2浓度

范围 0. 01～ 190. 00mg /m3 , 平均 21. 40mg /m3 , 超过国

家最高容许浓度 10mg /m3。

2. 2　 CS2作业工人与对照组血清 M DA含量、 SOD及

同功酶活力结果比较

见表 2。

表 2　血清 M DA含量与 SOD及同功酶活性 ( x± s )

接触组 (n= 142) 对照组 (n= 65) P值

M DA (μmol /L) 4. 58± 0. 71 3. 92± 0. 62 < 0. 01

T-SOD (N U /ml)* 86. 16± 15. 40 104. 2± 17. 8 < 0. 01

CuZn-SOD ( NU /ml ) 46. 14± 14. 17 56. 35± 12. 7 < 0. 01

Mn-SOD ( N U /ml) 39. 76± 15. 14 47. 85± 13. 64 < 0. 01

　　* 亚硝酸盐单位 /毫升

　　表 2提示 , CS2作业工人血清 MDA含量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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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意义 (P < 0. 01) , SOD

及同功酶活力明显降低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极显著

意义 (P < 0. 01)。

2. 3　 CS2作业工人与对照组血脂含量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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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3。

表 3　 CS2作业工人与对照组血脂含量 ( x± s)

接触组 (n= 142) 对照组 (n= 65)

TG 1. 02± 0. 71 0. 94± 0. 67

TCH 3. 73± 0. 74 3. 45± 0. 76

HDL 1. 19± 0. 45* 1. 47± 0. 34

　　* P < 0. 01

表 3所示 , CS2作业工人血清甘油三酯 ( TG)、 胆固

醇 ( TCH) 与对照组比较有增高趋势 , 但经统计学处

理差异不显著 (P> 0. 05)。血清高密度脂蛋白 ( HDL)

含量明显下降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意义 (P <

0. 01)。

3　讨论

3. 1　 CS2导致脂质代谢紊乱 ,毒作用机制尚不太清楚 ,

但有报道 CS2可引起作业工人冠心病发病率增高 , TG

改变〔2〕。据推测有可能为 CS2影响了与血浆脂质代谢

有关的酶 , 大量的脂质沉着于血管壁 , 导致动脉硬化。

SOD是生物体细胞内天然的自由基清除剂 , 许多研究

证实 ,某些放射性物质 ,化学毒物及大气污染物如 O3 ,

NOX等 , 皆可使体内产生自由基导致细胞膜脂质过氧

化〔3, 4〕。SOD对机体的氧化抗氧化平衡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 此酶能清除超氧阴离子 ( O2
 ) , 保护细胞免受

损伤。血清 SOD活力水平的高低可间接反映机体清

除自由基能力 , 而血清 M DA含量的高低又间接反映

机体细胞受自由基攻击的严重程度。测定结果提示

CS2能引起血清 SOD活性降低 ,血清 M DA含量增高。

关于 CS2作业工人血清 SOD及同功酶活性降低和

M DA含量增高的原因 ,可能是 CS2的慢性毒害作用和

CS2在生物转化、 氧化脱硫反应中生成氧硫化碳

( COS)并释出高活性的硫原子 , 对靶细胞具有氧化应

激效应 ,致氧自由基反应增强〔5〕 ,造成机体组织细胞损

伤 ,而 SOD活力下降又减弱了其清除 O 
2的能力。这可

能是 CS2所致机体代谢紊乱的原因之一。

3. 2　文献报道粘胶纤维工人中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症

发病率增高 ,发病年龄比对照组提前 ,原因可能与 CS2

引发脂质代谢功能障碍有关。实验结果表明 , CS2作业

工人血清 HDL含量降低 , 血清 TG、 TCH有增高趋

势 , HDL是一个脂蛋白组群 , 在血液中能清除血管壁

上的胆固醇 , 降低血脂含量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 ,

Miuer通过实验也证明 , HDL是一种抗动脉硬化的脂

蛋白 , HDL含量水平与动脉硬化呈负相关〔6〕。CS2所致

作业工人血清 HDL含量水平下降的原因 ,可能是 CS2

有抑制血浆中脂类正常代谢的作用 , HDL含量下降而

影响了 HDL抗动脉硬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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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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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作者: 中国人名按汉语拼音拼写 , 其他非英语国家人名按作者自己提供的罗马字母拼法拼写。

4. 3　摘要:英文摘要应是中文摘要的转译 ,只要简洁、准确地将文意译出即可 ,字数难有硬性规定 ;但普遍认为以

150～ 180个词为宜。英文摘要时态的运用以简练为佳 ,常用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 ,少用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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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98年第 11卷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