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应的过程$ 速度快可使其衍生反应完全$ 速度太慢会降低
采样效率$ 当采样速度达到 !7$ K@-/P 时$ 采样效率可达到
"'e以上$ 故建议采样速度不宜小于 !7$ K@-/P-
537%本研究的意义

有毒物质的检测技术是制定和执行国家卫生标准和评价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但是目前对于
WJ;这种应用广泛% 需求多的材料$ 我国尚缺乏配套检测标
准和成熟检测技术- 所以$ 对 WJ;检测技术的研究是我国职
业卫生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 本实验具有灵敏度高% 检出限
低% 特异性强% 选择性高% 准确度高% 精密度高% 污染低%
干扰低% 消耗低% 操作简便的特点$ 适合在大多数职业卫生
检测机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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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接触工人血铅浓度与血炎症细胞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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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某蓄电池厂 '"6 名铅接触作业工人和 &$' 名管
理人员为研究对象$ 进行职业健康体检获得炎症细胞参数$
使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测定血铅浓度$ 用 <C<<软件统计分
析血铅浓度与外周血炎症细胞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 血铅接
触阳性组的中性粒细胞比值高于血铅接触阴性组和无铅接触

组$ 而淋巴细胞比值和计数均低于阴性组和无铅接触组$ 校
正工龄% 性别后$ 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 "Om$7$!#- 提示血
铅浓度升高可能会引起中性粒细胞比值升高和淋巴细胞比值

降低-
关键词! 血铅, 职业暴露, 炎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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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对造血系统的毒性作用主要是影响卟啉代谢$ 抑制血
红素合成酶的生成$ 形成铅中毒性贫血.!/ - 铅对外周血白细
胞% 淋巴细胞及血小板等炎症细胞的影响$ 国内外报道不多$
而且结果不统一.&/ - 我们以某铅蓄电池厂 '"6 名铅作业工人
和 &$'名无铅暴露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 探讨血铅浓度与外
周血炎症细胞参数的相关性-
12对象与方法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D:O!##)&$$*# 要求
对 #$&名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采集空腹静脉血$ 全自动

血液分析仪 "日本光电 In&&&# 测定白细胞总数% 血小板总
数% 中性粒细胞比值和计数$ 淋巴细胞比值和计数以及单核
细胞的比值和计数-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法测定血
铅浓度- 以血铅(!7" '-90@K为血铅接触阳性指标.+/ -

,Y/U.Q.+7!软件双遍录入数据并核对- <C<<&!7$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均数用PjN表示$ 组间均数比较用方差分析$
组间两两比较用 <=n法$ 校正性别和工龄采用协方差分析$
相关性分析采用CT.LB9P相关系数法- 检验水准!m$7$'-
42结果

铅接触阳性组中性粒细胞比值高于铅接触阴性组和无铅

接触组$ Of$7$'- 阳性组的淋巴细胞比值和计数均低于阴性
组和无铅接触组 "见表 !#$ 校正工龄% 性别后组间差异仍有
统计学意义 "Of$7$'#- 血铅与中性粒细胞比值% 淋巴细胞
比值的CT.LB9P相关系数分别为 $7!'6和d$7!+( "Of$7$'#-
52讨论

林晓娜等.&/对铅作业工龄)! 年且血铅在正常参考值范
围内 "$7$*i!7*$ '-90@K# 的 &'' 名工人与 &$' 名无铅接触
的管理人员进行对照分析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接触组中性粒
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 本次检测发现$ 在铅接触工人中$ 阳
性组 "血铅浓度p!7" '-90@K# 比阴性组 "血铅浓度f
!7" '-90@K# 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更高$ 此结果与 KV/2/等
人.(/的报道一致- 他们分析了 6#名铅暴露工人和 '" 名农民$
发现在校正了重要的混杂因素后$ 铅暴露仍然会引起外周血
中性粒细胞增多- 体内% 体外实验发现铅可直接抑制中性粒
细胞趋化活性.'$6/ $ 也可通过干扰糖皮质激素分泌间接引起中
性粒细胞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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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无铅接触组及铅接触阴性组和阳性组外周血炎症细胞参数比较 "PjN#

组别 人数
白细胞计数

"r!$" @K#

中性粒细胞

比值 "e#

淋巴细胞

比值 "e#

单核细胞

比值 "e#

中性粒细胞

计数 "r!$" @K#

淋巴细胞计数

"r!$" @K#

单核细胞计数

"r!$" @K#

血小板计数

"r!$" @K#
无铅接触组% &$' 67$&j!7(" 6!76"j*76! &#7$*j*7(' '7**j!7+# +7*(j!7!6 !766j$7'' $7+(j$7!! &$*76#j'!7(!
铅接触阴性组 ''" '7*6j!7(! 6!7&#j*7*$ &#76$j*7+# 67$(j!7(* +7'*j!7!+ !76&j$7(# $7+(j$7!! &$!7!'j'&7&6
铅接触阳性组 +* '7*+j!7+( 6'7(+j67&&#q &(7('j'7#"#q 67!'j!76$ +7#$j!7&! !7+'j$7&6#q $7+'j$7!+ !"#7"'j'(7!+

K值 &7'+* '7!'# '76(# &7#'' &7!'( 67+&$ $7!'( !7&*#
O值 $7$#$ $7$$6 $7$$( $7$'# $7!!* $7$$& $7#'# $7&*"

注! #$ 与无铅接触组比较$ Of$7$', q$ 与铅接触阴性组比较$ Of$7$'-

%%铅对淋巴细胞的影响目前尚无统一认识.#$"/ - 我们的研究
显示铅接触阳性组的淋巴细胞计数和比值均明显低于铅接触

阴性组和无铅接触组$ 提示相对高浓度的血铅可能会抑制淋
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从而降低机体的免疫力- 由于淋巴细
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中性粒d淋巴细胞的比值
与多种疾病具有重要的联系.!$/ - 建议在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
监护中$ 应充分重视中性粒细胞比值和淋巴细胞比值的检测$
便于铅毒性的早期发现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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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对工人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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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 '"名单一接触草甘膦工人为调查对象$ 随机
选取同地域非职业接触工作人员 (&人作为对照组- 分别测定
并比较两组人员血清生化指标的差异- 结果显示$ 接触组血
清中的碱性磷酸酶% 肌酸激酶% 肌酸激酶同工酶% 总蛋白%
白蛋白% 尿素氮和总胆固醇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Of$7$'#, 两组血清中的碱性磷酸酶% 肌酸激酶% 肌酸
激酶同工酶% 总蛋白% 白蛋白% 尿素氮和总胆固醇的异常率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p$7$'#- 其余生化指标均无统
计学意义 "Op$7$'#- 提示草甘膦作业环境可能对工人血清
生化指标含量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草甘膦, 生化指标, 肝功能, 肾功能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d$+6&d$+
2,'! !$b!+6+!@cb8PN/b122334b&$!'b$'b$!#

%%草甘膦是一种常见的除草剂$ 我国为草甘膦生产和使用
的大国$ 全球有近一半的草甘膦在中国生产$ 接触人数众多-
目前与草甘膦毒性方面有关的研究主要为动物实验且大都集

中在上世纪 "$年代- 由于缺少单一接触的人群和接触者都为
小剂量短时间接触$ 所以目前尚缺乏草甘膦对人体的毒性的
专一研究- &$$#年$ 巴西对草甘膦重新进行评估$ 官方建议
将其毒性等级从第四级 "微毒# 提高到一级 "剧毒#- 美国
环保局于 &$$"年公布了一项关于除草剂草甘膦安全性评估计
划$ 计划将草甘膦及其盐类的各种应用对人类及生态环境的
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本课题主要研究接触纯品草甘膦的
工人血清生化指标变化情况$ 探索草甘膦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为今后职业卫生相关问题的研究积累资料和提供依据-
12对象和方法
131%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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