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 , 将职业危害监测结果向劳动

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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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例矽肺患者血清中 NO、 LPO、 SOD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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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测定某企业 100名尘肺患者和 105名健康工人血

清中 NO、 LPO的含量及 SOD的活力。矽肺患者血清中 NO和

LPO含量高于对照组 (P<0.05), SOD活力低于对照组 (P

<0.05), 矽肺患者血清中 NO含量与 SOD的活性之间呈负相

关关系 (P<0.05), 而 NO含量与 LPO及 LPO与 SOD之间无

相关关系 (P>0.05)。对照组人群血清中 3项指标之间均无

相关关系 (P>0.05)。提示尘肺患者体内氧自由基反应异常 ,

氧化 /抗氧化状态严重失衡。

关键词:矽肺;一氧化氮;脂质过氧化物;超氧化物歧

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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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矽肺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 NO自由基含

量的变化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活性状态 , 为阐明矽

肺发生发展的生化及分子机制及寻求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钢铁公司符合国家矽肺诊断标准的 100名男性矽

肺患者 , 同时选择健康成年男性 105人作为对照组。两组均

排除心 、 脑 、 肝 、 肾等主要脏器疾病及糖尿病 、 周围血管病 、

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 , 近期无感染。两组受检对象平均

年龄 、 工龄之间经 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5ml, 离心 , 分离血清 , 采用南京建成

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测定 NO、 LPO、 SOD的水平。

2　结果

2.1　不同人群血清中 NO、 LPO、 SOD的测定结果

由表 1可以看出 , 矽肺患者血清 NO和 LPO的含量高于

对照组 , 矽肺Ⅰ期患者血清中 NO的含量低于 Ⅱ 、 Ⅲ期患者 ,

经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Ⅰ期患者血清中 LPO

的含量低于Ⅱ期和Ⅲ期患者 , 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矽肺患者血清中 SOD的活性低于对照组 , 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随着矽肺期别的增高 , 活性变化

不大 (P>0.05)。

表 1　不同人群血清中 NO、LPO、SOD的测定结果比较 (x±s)

组别 n NO(μmol/L) LPO(μmol/L) SOD(×103U/L)

对照组 105 61.99±26.91 4.38±0.56 48.57±21.02
矽肺组 100 77.69±27.77＊ 5.56±1.36＊ 31.59±10.56＊

Ⅰ期 45 68.14±27.47# 5.81±1.56＊# 30.26±12.05
Ⅱ期 38 80.78±28.77＊ 6.87±1.63＊ 32.36±9.12
Ⅲ期 17 81.73±28.78＊ 6.82±1.78＊ 30.15±9.05

　　与对照组相比 , ＊P<0.05;与矽肺Ⅱ 、 Ⅲ期相比 , #P<0.05

2.2　两组受检对象血清中 NO、 LPO、 SOD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2可以看出 , 矽肺患者血清中 NO含量与 SOD的活

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P<0.05), 而 NO含量与 LPO及 LPO

与 SOD之间无相关关系 (P>0.05)。对照组人群血清中 3项

指标之间均无相关关系 (P>0.05)。

表 2　两组受检对象血清中 NO、 LPO、 SOD的相关关系

组别 指标 相关系数 (r) P值

矽肺组 NO与 SOD -0.523 <0.05
NO与 LPO 0.152 >0.05
LPO与 SOD 0.043 >0.05

对照组 NO与 SOD 0.228 >0.05
NO与 LPO 0.398 >0.05
LPO与 SOD 0.41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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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国内外大量文献提示在矽肺的发生过程中 , 机体氧化 /抗

氧化状态失衡是粉尘所致肺泡巨噬细胞损伤的重要因素之

一 [ 1] 。粉尘进入肺内后 , 主要是由肺泡巨噬细胞吞噬清除。

由于粉尘激活了自由基反应 , 引起肺泡巨噬细胞膜被过氧化 ,

产生过氧化脂质 , 破坏巨噬细胞膜 , 并通过一系列反应导致

其破裂。活化的巨噬细胞能合成硝化物及硝酸盐 , 经证实其

即为 L-精氨酸依赖性的 NO[ 2] 。实验证明 NO是巨噬细胞释放

的损伤因子 , 巨噬细胞通过释放 NO而发挥其细胞毒性作用 ,

构成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 [ 3] 。因为 NO为自由基 , 可同氧自

由基相互作用 , 而导致细胞本身及邻近细胞的损害引起的

LPO升高 , 其主要病理机制是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 , 氧化细

胞膜上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 影响膜的通透性和流动性 ,

导致膜结构损伤。本文矽肺患者血清 LPO及 NO含量均高于

对照组 , 提示 NO在矽肺发生时升高可能是病变进展 、 纤维

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SOD能有效清除并阻止自由基引发的反应 , 从而维持机

体自由基和 LPO产生与清除之间呈动态平衡 。本文矽肺患者

血清 SOD活力较对照组低 , 可能是由于机体内产生大量的氧

自由基 , SOD作为氧自由基的清除剂而出现消耗性降低 , 这

也进一步证实患者体内存在自由基系统代谢紊乱 , 机体自身

抗氧化酶系的保护功能减弱 , 所以作为矽肺患者应注意补充

硒和维生素 E, 以对抗自由基。

SOD水平的高低间接反映了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 而 NO

和 LPO的含量又间接反映机体氧化损伤的严重程度 , 故迄今

为止许多研究报道了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 4, 5] , 但结果不一

致。本文结果显示矽肺患者血清 NO与 SOD呈负相关关系 ,

NO与 LPO及 SOD与 LPO之间均无相关关系 , 而对照组中 3

指标均无相关关系。 这可能是由于矽肺患者机体处于氧化应

激状态 , NO自由基大量增多 , 促进患者体内的脂质过氧化反

应 , 从而产生更多的氧化自由基 , 而 SOD作为氧化自由基的

清除剂 , 可能会出现消耗性降低 , 因此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此次研究结果同时也说明机体的氧化 /抗氧化机制非常复杂 ,

各种氧化相关因子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构成一个错综复杂

的网络。本研究仅就以上 3个指标进行测定分析 , 还有待于

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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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讨多环芳烃对焦炉工外周神经功能的影响 ,

选取焦炉工炉顶 、 炉侧 、 炉底工种各 15名作为研究对象。收

集工人的班后尿 ,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尿中 1-羟基芘的水

平 , 同时测定研究对象的双侧正中神经和尺神经的感觉和运

动神经 (排除受伤神经)传导速度 (SCV和 MCV)、 远端潜

伏期 (SL和 ML)。结果显示焦炉工人尿中 1-羟基芘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 , 各接触组感觉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 远端潜伏

期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提示多环芳烃未引起焦

炉作业工人外周神经传导速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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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苯并(a)芘 [ Benzo[ a] Pyrene, B(a)P] 为代表的多

环芳烃类化合物 (polycyclicaromatichydrocarbons, PAHs)是

确认人类致癌物 , 可诱发肝癌 、 皮肤癌 、 肺癌等癌变 , 但对

神经系统影响鲜有报道。最近研究表明 , B(a)P可以透过血

脑屏障进入大鼠脑组织 , 还能通过嗅神经直接进入大脑 [ 1] 。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多环芳烃可引起焦炉作业者神经行为改变 ,

主要表现在对接触人群记忆功能的影响 , 与内剂量呈显著负

相关 [ 2];同时也发现焦炉作业工人提转捷度得分低于对照组。

以 B(a)P对 F-344大鼠急性染毒时 , 发现两种性别大鼠多项

运动受到明显的暂时抑制 [ 3] 。本次研究我们应用神经电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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