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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毒有害作业人员血液系统及骨髓造血功能!提高作业人员的防护意识!增强保护措施&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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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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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从事有毒有害作业人员血常规及网织红细胞计数结果&结果
!

血常规相关参数在各组间无统计学

意义"

!

%

)()0

$#

7

组和
.

组作业人员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测定结果与对照组及其余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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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人群有毒有害更容易经皮肤和呼吸道进入体内造成职业损伤&应切实提高危险意识!加强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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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计数可以提示受检者是否存在感染*中毒*血液病*

接触性射线等%红细胞计数可以提示各种原因贫血%血小板计

数可以提示炎症*肿瘤*血小板生成障碍*血小板破坏过多*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症*慢粒等血液系统疾病%网织红细胞计数可

以反映骨髓造血功能#是诊断和治疗多种疾病的重要指标之

一#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

'DF

)

+

观察组人群接触放射性及化学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概率较

高#而这些物质对机体特别是骨髓造血能力的影响较大+通过

对体检人员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计数*网织红细胞计数及相

关参数的分析#可及时发现血液系统和其他系统疾病#对预防*

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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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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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对照组选自
%)'0

年
&

#

R

月来该院进行健康

体检的人群共
'FR

例#年龄
%'

#

*F

岁#中位年龄
F&

岁%其中男

')%

例#女
F*

例#排除心*肝*肺*肾*脾*血液系统疾病+观察

组为本院
%)'0

年
&

#

R

月来本院进行接触放射性及化学等有

毒有害物质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的人群共
*R&

例#其中男

0&&

例#女
'0)

例#年龄
%'

#

3R

岁#中位年龄
F%

岁#并按接触

放射性及化学等有毒有害物质种类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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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危险化学

品工种*

.

组为核材料工种*

5

组为激光工种*

/DC

组为强电*

微波*激光*脉冲等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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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采集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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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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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静脉血+所有标本采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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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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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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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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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3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试剂*校准液*和质控品均为该公

司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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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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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仪操作规程测定血液各项常

规参数及网织红细胞+测定的主要指标包括!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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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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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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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学分

析#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Z=9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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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ZT7

&%两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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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常规主要参数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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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网织红细胞主要参数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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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结果比较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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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组有毒有害作业人员的网织红细胞绝对值*平均网

织红细胞体积及网织红细胞成熟度与其他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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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网织红细胞绝对值计数明显高于其

他各组#而细胞体积却明显低于各组#网织红细胞的成熟度也

较其他各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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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别血常规主要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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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别网织红细胞主要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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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观察组不同性别网织红细胞主要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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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不同性别网织红细胞主要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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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不同性别网织红细胞主要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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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内部不同性别间网织红细胞参数是否存在差异结

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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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分别比较了所有观察组以及剔除了存在差异的

7

组和
.

组的其余观察组的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结果显示!

网织红细胞各主要参数在两个组中男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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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不同性别间网织红细胞参数结果见表
0

+结果比

较显示#对照组网织红细胞各项主要参数男女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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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从业人员接触各种射线*化学物品等有毒有害物质

的机会较多#这些因素对人体的造血系统都有一定的影响#监

测及评价从业人员的造血功能#能及时的发现防护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增强个人防护意识#保证个人的身体健康+

网织红细胞$以下简
+9;

&是红细胞的前身+是晚幼红细

胞脱核后到完全成熟之间的过渡细胞#由于其胞浆内尚残留有

嗜碱性
+67

#在活体染色时可被染成兰色颗粒物或网状物而

得名+正常情况下骨髓中有核红细胞并不释放至血循环#只有

网织红细胞和成熟红细胞才释入血中+因此#检查血液中网织

红细胞数#可以推知骨髓生成红细胞的情况#是反映骨髓红系

造血功能以及判断贫血和相关疾病疗效的重要指标'

0

)

+

-,30)

型全自动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仪是采用两种试剂

检测
+9;

#通过测量阻抗#射频和激光散射$

T5!

技术&对
+9;

相关参数进行测量+

+9;

参数的变化可反映幼红细胞合成

,>

+流式细胞术在测定
+9;

的同时还可根据荧光强度将其分

为低*中*高$

-C+

*

SC+

*

,C+

&

&

种荧光类型+较幼稚的
+9;

由于胞质中
+67

较多#有较强的荧光#多为
,C+

和
SC+

#较

成熟的
+9;

胞质中
+67

较少#荧光强度较弱#为
-C+

'

*DR

)

#在

造血受到刺激时#幼稚
+9;

从骨髓释放入外周血#

SC+

和

,C+

显著增高#而未成熟网织
+.5

指数$

Y+C

&为
,C+

和

SC+

之和与所有
+9;

的比值#因此
Y+C

和
,C+

均可提示

+.5

生成的开始+

网织红细胞的发育是一个从晚幼红细胞*

,C+

*

SC+

*

-C+

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外周血网织红细胞增多见于!$

'

&溶

血性贫血%$

%

&放疗*化疗后%$

&

&红系无效造血+减少见于!再

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等+

研究发现#观察组及对照组#血常规检查各项参数结果无

显著性差异#这与血常规相关参数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不足有

关+但
7

组及
.

组从业人员网织红细胞相关参数与其余各组

和对照组存在明显差异#其网织红细胞计数明显高于其余各

组#提示骨髓造血功能被活化#机体可能受有毒的害物质损伤#

这与其从事的工作性质#

7

组从事危化品的生产与装填工作#

危化品更易产生气溶胶#通过呼吸道及皮肤进入体内%

.

组接

触核材料#射线和放射性粉尘易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造成细

胞及组织损伤#从而激活机体的代偿功能#而其余各组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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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强电*微波*激光*脉冲等工作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有毒有害物质经皮肤和呼吸道进入体内更

容易对人体造成损伤+在工业生产中#毒物主要经呼吸道和皮

肤进入体内#亦可经消化道进入#但比较次要+有毒有害可造

成人体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

损伤等+对血液系统的损害主要表现为粒细胞减少%破坏红细

胞#引起溶血%抑制造血机能#引起三系减少#发生再生障碍性

贫血%也可导致白血病+随着有害物质的剂量不同造成的损害

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小剂量可以破坏红细胞#引起溶血#进而促

使骨髓造血功能代偿性增强+因此#可以通过检测网织红细胞

计数及各项参数#评价骨髓的造血活化情况#进而判断机体是

否受到有毒有害物质的损伤+研究暂时不能证明男女性别的

差异是否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抵抗能力存在不同#但目前发现观

察组男性作业人员较女性作业人员受到的影响更大#这是否与

男性从事的工作更具危险性有关还需进一步证实+

我们的研究表明#观察组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人员中部分

人员因岗位性质和工作环境的不同#更易造成职业损伤+应切

实提高危险意识#加强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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