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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短期接触钒及其化合物对作业工人细胞免疫、遗传和增殖的影响。方法:用细胞学组合检测法

测定14 例五氧化二钒和三氧化二钒作业1～2. 5 年的工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率(L TR) 、姊妹染色单体互换

(SCE) 、微核率(MNR) 、有丝分裂指数(MI) 、细胞周期比率(CCR) 和增殖率指数(PRI) 。结果:L TR 作业组

(73193 %) 与对照组(74. 43 %)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作业工人男性(73. 84 %) 与女性(74. 00 %) 比较亦无

显著性差异( P > 0. 05) ;SCE 作业组(5. 09/ 细胞) 与对照组(4. 44/ 细胞)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男作业工人

(5. 24/ 细胞) 与女作业工人(4. 82/ 细胞)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MNR 作业组(1 .  1 4  ‰ )  与对照组(1 .  5 7  ‰ )  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男作业工人(1 .  2 2  ‰ )  与女作业工人(1 .  0 0  ‰ )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MI 作业

组(9. 31 %) 比对照组(6. 95 %) 显著增高( P < 0. 005) ,女作业工人(11. 24 %) 与男作业工人(8. 23 %) 比较有高度显

著性差异( P < 0. 005) ;CCR(M1 、M2 、M3) 和PRI :作业组分别为8. 89 %、18132 %、72179 %和2. 64 ,对照组分

别为11. 32 %、26. 89 %、61. 79 %和2110 ,男作业工人分别为8. 78 %、19172 %、71150 %和2162 ,女作业工人分

别为9. 10 %、15180 %、75110 %和2166 ,M3 及PRI 作业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05) ,女作业工人显著高于男

作业工人( P < 0.05) 。结论:短期接触钒及其化合物对作业工人细胞免疫和细胞遗传学指标无明显影响,细胞有丝

分裂指数、细胞周期比率和细胞增殖率指数显著进高,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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