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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电离辐射和适当干预措施对医务放射工作人员

遗传物质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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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研究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医务放射工作人员遗传物质损伤及适当干预措施对遗传物质损伤修复的影响'方法

"

采用微量全血培养法分别于
#))4

年和
#)""

年对放射诊断工作人员&放射治疗工作人员以及健康成人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微

核细胞率检测'对于
#))4

年微核细胞率大于
5m

的人员进行适当干预'结果
"

#))4

年!对照组&放射诊断组和放射治疗组的淋

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分别是
)%#8m

&

#%(8m

和
$%#(m

'各放射组工作人员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不同放射工龄"

#

&

年&

&

!

"&

年&

$

"&

年%的人员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分别是
"%($m

&

#%')m

和
(%&'m

'不同

工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微核细胞率大于
5m

的放射工作人员经干预后!其
#)""

年微核细胞率较
#))4

年有所降低'结论
"

低剂量电离辐射会造成医务放射工作人员遗传物

质损伤!其损伤程度与放射工龄和工种相关!与性别无关!适当干预措施对减缓遗传物质损伤具有一定作用'

关键词"辐射!电离$

"

遗传$

"

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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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研究表明#长期接触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医务放射工作

人员产生遗传物质损伤)

",#

*

'淋巴细胞微核测定是评价放射工

作者所受辐射损伤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指标'为了解厦门地

区医务放射工作人员的遗传损伤情况#笔者于
#))4

年对从事

放射诊断(放射治疗(介入放射的医务工作人员进行外周血淋

巴细胞微核细胞率检测'同时#对
#))4

年微核细胞率大于

5m

的放射工作人员进行适当干预后#于
#)""

年对同一批人员

再次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检测#以了解适当的干预

措施对遗传损伤修复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医院诊断
e

射线工作人员
(&

人$放射

诊断组&#同位素和心血管中心介入放射工作人员
(5

人$放射

治疗组&'其中男性
5(

人#女性
#8

人#年龄
##

!

5#

岁#放射工

龄
"

!

()

年'放射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采用热释光剂量

法每季度测量
"

次#计算全年放射线暴露剂量#均小于
&C+E

'

另选健康体检人员
$)

人作为对照'

@%A

"

方法
"

采用微量全血培养法分别于
#))4

年和
#)""

年对

放射诊断工作人员(放射治疗工作人员以及健康成人进行外周

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检测'对于
#))4

年微核细胞率大于

5m

的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岗位调整'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2II")%)

统计分析软件#应用卡方

检验'

A

"

结
""

果

A%@

"

#))4

年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的检验结果
"

经统

计学分析#各放射组工作人员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

"

#

_8(%5&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组

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_(%85

#

!

#

)%)&

#见表
"

'

A%A

"

不同放射工龄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
"

不同工龄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4

月第
$$

卷第
"8

期
"

!/?QL@GR:3

!

I:

<

?:CG:>#)"#

!

P9=%$$

!

S9%"8



的放射工作人员的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及对照组$

)%#8m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

#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工种放射工作人员淋巴细胞微核率检测情况

组别
*

观察细胞数$

*

& 微核细胞率$

m

&

放射诊断组
(& (&))) #%(8

放射治疗组
(5 (5))) $%#(

对照组
$) $)))) )%#8

表
#

""

不同放射工龄人员淋巴细胞微核检测情况

工龄$年&

*

观察细胞数$

*

& 微核细胞率$

m

&

#

& #" #"))) "%($

&

!

"& &" &"))) #%')

$

"& "4 "4))) (%&'

A%B

"

不同性别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
"

各放射组工作

人员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_54%4'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_"%"(

#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放射工作人员淋巴细胞微核检测情况

性别
*

观察细胞数$

*

& 微核细胞率$

m

&

男性
5( 5())) #%8$

女性
#8 #8))) $%"(

对照组
$) $)))) )%#8

A%F

"

#))4

年和
#)""

年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的比较
"

#))4

年#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小于
5m

者共
'#

例#微核

细胞率平均水平为
#%#5m

'其在
#)""

年微核细胞率平均水

平上升为
#%4$m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8%"(

#

!

#

)%)"

&'

#))4

年#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大于
5m

者共
4

例#其中
"

例
#)""

年未参加检测#其余
'

例微核细胞率平均水

平为
'%&)m

#在
#)""

年其微核细胞率平均水平下降为

5%"#m

#与
#))4

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_$%""

#

!

$

)%)&

&'

B

"

讨
""

论

长期接触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医务放射工作人员产生健康

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导致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细胞率升高'微

核的产生对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遗传物质的损伤'遗传

物质损伤是导致细胞癌变的因素之一)

$

*

'许多地区医务放射

工作人员健康体检的结果表明其遗传物质均不同程度地受到

电离辐射的损伤)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务放射工作人员的淋

巴细胞微核细胞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厦门地区医务放射工

作人员的遗传物质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尽管放射

防护水平在逐年提高#但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放射防护#以保证

长期暴露于低剂量电离辐射人员的健康依然是值得研究的

问题'

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医务放射工作人员遗传物质损伤程度

与工种(工龄以及防护措施等相关'与工种的相关性归根结底

是因为在不同工种其受辐照的剂量(暴露程度和防护的差异'

沈戬)

5

*对放射工作者个人受照剂量与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的

相关分析表明个人累积受照剂量$

C+E

&与微核细胞率呈正相

关'因此#对于受辐照剂量高(暴露程度大和防护能力差的工

种#其受损伤的程度高'本研究结果显示放射治疗组的淋巴细

胞微核细胞率高于放射诊断组'从个人剂量计计算全年放射

线暴露剂量来看#放射治疗组和放射诊断组年放射线暴露剂量

均小于
&C+E

'因此#这两组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放射治疗

组的防护较弱造成的'与工龄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随着放射

工龄的增加#淋巴细胞微核率呈上升趋势'

IB3

<

>@+:>?

等)

8

*研

究低剂量
+

射线对外周血细胞
OS1

损伤(染色体断裂和基因

修复的影响#提出电离辐射的危害主要是其造成
OS1

损伤和

降低
OS1

修复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随着工龄的增

加#其损害程度也相应增加'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既然低剂量电离辐射会对医务放射工作人员遗传物质损

伤#那么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能否减缓其损伤的程度呢0

I@,

*7/

等)

'

*研究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医务放射工作人员遗传效应的

结果显示暴露于离子射线的工作人员的微核细胞率显著高于

休假
"

个月以后的工作人员的微核细胞率'因此#对于淋巴细

胞微核细胞率高的工作人员采取调整工作岗位或增加休息时

间成为干预措施的重要方法'郑巧玲等)

4

*对
"#)

名健康成人

的微核水平测定结果显示微核细胞自发率均值为
#%5"m

#正常

参考值范围的
4&M

上限值均为
5%)m

'因此#淋巴细胞微核细

胞率大于
5%)m

的放射工作人员被选为干预对象'本研究结

果表明微核细胞率小于
5m

的放射工作人员在
#)""

年的微核

细胞率高于
#))4

年的微核细胞率'这也印证了随着工龄的增

加#遗传损害程度也相应增加'而微核细胞率大于
5m

放射工

作人员在
#)""

年的微核细胞率低于
#))4

年的微核细胞率'

由于病例数较少#故无统计上的差异#但这仍然说明适当干预

措施对减缓遗传物质损伤具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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