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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作业人员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的分析

黄权光 史纪兰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工业卫生研究室，济南）

以染色体畸变作为放射损伤诊断的指标，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有关X,了和中子
射线等对人体的生物效应已有不少报道〔1-4]，兼

有内外照射的铀矿对人体的生物效应在国内外

报道不多，尤其对脱离铀矿工作8年的铀矿作

业人员的染色体畸变观察，报道更少。为此，我

们于1980年底对45名铀矿作业人员作了体细

胞遗传学的检查，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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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45名铀矿作业人员和69名正常对照者

进行了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和染色体畸变观

察。铀矿作业人员全是男性，年龄范围38-58

岁，平均年龄45岁。从事铀矿作业的时间5-

16年，平均8.8年。井下采矿工人肺组织吸收

剂量每年每人平均33.65雷姆，支气管吸收剂

量平均791雷姆。受检时一般已脱离铀矿工作

5-13年，平均8年。受检人员的白细胞计数

均在正常范围内，10人（22多）有肝大及7人

(15.5多）有高血压。对照组为无接触射线史的

工人和农民。

采用微量血培养制作染色体标本。鉴于培

养条件的不同对畸变率有一定影响，我们尽量

使方法标准化。按改良的Moorhead法培养，并适

当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于1973年提出的标准1530

选择细胞完整、分散度适中的中期细胞进行观

察，平均每例分析 183个中期相。按国际上公

认的标准，把细胞水平上可识别的染色体分成

7类：双着丝点、着丝点环、无着丝点环、微小

体、相互易位、臂间倒位和末端缺失。 只计数

2n一45和46的细胞，当对畸变细胞出现疑难

时，通过计数细胞内着丝点的数目及显微镜下

的核型分析来审定。当观察到畸变时，必经第

二、三者复核，如有争议，则舍去。染色体畸变
的7种类型中除末端缺失（包括染色体断裂、断

片）为一次击中的产物外，其余均为二次击中的

产物。染色体断裂率的计算，一次击中畸变算

一个断裂数，二次击中畸变算二个断裂数。

断裂率 一 叠断裂矍笙X 100
观察细胞数

结 果

对4，名铀矿作业人员和正常人的染色体

畸变观察结果表明（表1)，正常人的染色体自

发断裂率为0.14/100细胞，而铀矿作业人员平

均为1.76/100细胞，比正常人高11.6倍，差异

非常显著 印＜0.001)0

铀矿作业人员的染色体畸变与工龄、工种

之间的关系列于表2，结果均无明显相关性。

讨 论

（一）职业性照射人员工龄、工种与染色体

畸变的关系

迄今为止，文献中报道的慢性职业性受照

人员的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显然比对照组

高〔1,3,6,7]。本文分析的45例铀矿作业人员为慢

性职业性受照，平均接触铀矿8.8年，受检时脱

离铀矿工作平均8年，染色体断裂率为1.76多，

比对照组高11.6倍。 说明仍有辐射损伤的特

征。 但工龄 10年以上与5年以上两者间无显

著性差异 （P > 0.05)，这可能由于工龄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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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染色休畸变与工龄、工种的关系

工龄与工种 例数 观察 染色体断裂率 有染色体
细胞数断裂数 （％） 畸 变 者

例数 ％

工 5- 9 2斗 4,925 87 1.77 18 75.0 

龄 10- 16 21 3,324 58 1.7斗 14 66．6，

工 采 选矿 24 4,577 83 1.81 15 62.50 

种 厂房工 21 3,672 62 1.69 17 80.95 

（大部8-10年），脱离铀矿时问较久，染色体畸

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染色体损伤后

可以自我修复或造成细胞的辐射死亡。 此外，

染色体畸变与工种之间的关系亦不密切。厂房

工 （球磨、化学处理、化验）的染色体断裂率为

1.69多，采矿工的染色体断裂率为1.81务，两者

间无显著性差异（p > 0.05)0
（二）染色体畸变类型

对铀矿作业人员中期细胞的观察结果表

明，除了染色休环和臂间倒位以外，其它类型均

观察到。其中以末端缺失出现率最高（0.81多），

其次为双着丝点（0.22务）、相互易位（0.13%)

和微小体（(0.12%)。由此看出，在长期慢性小

剂量职业性照射的情况下，末端缺失 （包括断

裂、断片）更能反映个体受照的情况。

（三）染色单体畸变

染色单体畸变只能在细胞周期的S期或

G：期诱发，而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受照射时均

处于G，期，因此，它不能作为放射损伤的指标。

但许多化学物质和病毒却可引起染色单体畸

变，铀矿作业人员的染色单体畸变率为。．料％，

而正常对照组为0.11多，两者之间有显著性差

异 （p G 0.0劝 这可能与铀矿作业人员接触多

种有害化学因素的复合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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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铀矿作业人员外周血染色体畸变

检查 观 察 染 色 体 畸 变 染色单体畸变 多倍体 总断 断裂 畸变 }y_体畸
人数 细响 裂数 率;100细胞彭变率／

双 着 相 互 微 小 体 断 裂 断 片 断 裂 断片 间 隙 双 间 隙 细胞 100 松 直 }* 丝 点 易 位 细胞

正 常 69 6373 7 2 7 3 15 9 0.14 0.11 
健康人

铀 矿 斗5 8249 18 11 10 25 42 31 5 29 8 18 145 1.76 7飞 0.44 
作业人员 0.22% 0.13％0.12% 0.30％0.51% nZR口吧0.06% 0.35哄0.1％ 0.22％ ‘）．只八％u ．J ．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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