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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长沙市职业健康检查人群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和百分数增高情况!分析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和百分比增

高者体检结果异常的分布情况$方法
!

统计分析职业健康体检人员
&&",!

例血细胞分析结果和体检异常表现情况$结果
!

嗜

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和"或#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数增高者中!大部分存在心电图异常%脂肪肝等变化!小部分为反应性和克隆性增高!

同时不明原因嗜酸性粒细胞升高者亦占较大一部分比例$结论
!

建议进行大量试验及临床研究进一步探讨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在

职业健康检查中的意义$

关键词"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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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是造成工伤死亡事故的主要因素#给工人和企业带

来和极大的痛苦和损失'

"

(

)职业健康检查是职业病预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可以对职业病起到早发

现和早诊治的作用)血细胞分析是职业卫生检查的重要实验

室检测项目#在职业病预防和诊断中得到广泛应用#但通常主

检医生关注的指标局限于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

以及血小板计数等#较少关注血细胞分析中的其他参数变

化'

&

(

)本文统计分析了
&&",!

例职业卫生体检人员血细胞分

析参数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

QeL

%和嗜酸性粒细胞百分

数$

QeLa

%#并对该参数与其他白细胞参数的相关性进行了探

讨#以期为临床工作者提供诊疗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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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职业健康体检人员
&&",!

例)研究对象平均

年龄$

&%+1IJ"1+,-

%岁#男占
1&+%1a

$

"-"!,

"

&&",!

%#女占

&1+#,a

$

!%I&

"

&&",!

%&上岗前*在岗和离岗人员所占百分比

分别为
,,+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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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I

"

&&",!

%和

!!+1!a

$

"&,$"

"

&&",!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构成比如下#粉尘

"1+&#a

$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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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
&1+1!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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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因素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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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因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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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采用迈瑞
Ĥ-I##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及配

套试剂)

=+?

!

方法
!

采集受检者空腹静脉血#并于
&:

内完成检测)

=+@

!

质量控制
!

血细胞分析仪采用定值新鲜血校准#检测项

目参加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量评价合格#室内质量控制日常

开展并处于在控状态)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KLL"I+#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非配对样本的
<

检验#配对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和
R0

?

W

?

0

一致性检验#参数相关性进行
K69='40

相关分析#以
G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QeL

和
QeLa

统计结果
!

结果显示
QeL

$

#+##

!

"I+&%

%

"̀#

%

"

V

#平均$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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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QeLa#+##a

!

1#+$#a

#平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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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业标准将
QeL

和

QeLa

分组为减低*正常和增高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

)

表
"

!!

QeL

和
QeLa

统计结果

项目 分组
,

$

a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QeL

$

"̀#

%

"

V

%

减低
"I!

$

#+I

%

#+##I$ #+##,1# #+###&1

正常
&"$##

$

%-+1

%

#+",!# #+#%I"! #+###-1

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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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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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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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减低
!$I

$

&+!

%

#+&,!- #+#I$"I #+##,-#

正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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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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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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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L

增高与正常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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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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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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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和正常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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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L

和
QeLa

的交叉比较
!

QeL

和
QeLa

在个体增高

的研究对象进行配对资料交叉比较#发现
-",

例参数异常的体

检者中有
&$"

例仅
QeL

增高#

-,

例仅
QeLa

增高而
,#%

例

QeL

及
QeLa

同时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

#

Gb#+###

&

R0

??

0b#+!I"

#

Gb#+###

%#且一致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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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小于
#+1!#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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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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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L

和
QeLa

两参数的交叉比较%

,

#

a

$&

QeL

QeLa

减低 正常 增高
合计

减低
"I"

$

%1+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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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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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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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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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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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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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L

及
QeLa

增高体检人员异常表现的分布
!

通过查

阅体检报告和进一步检查及随访的方式#获得了
&$"

例仅

QeL

增高#

-,

例仅
QeLa

增高和
,#%

例
QeL

及
QeLa

都增高

体检者的异常表现#见表
,

)

表
,

!!

QeL

及
QeLa

高于参考区间体检人员

!!!

异常结果分布#

,

$

异常结果

组别

QeL

增高

QeLa

增高

QeL

及

QeLa

都增高

合计

心电图异常
& - "&& ",#

脂肪肝
- I $- -#

变态反应
" # & ,

寄生虫感染
# & - I

其他感染
1 $ "$ &!

肿瘤
# # & &

呼吸系统疾病
# # 1 1

皮肤疾病
, " % ",

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
$ , $ ""

不明原因嗜酸性粒细胞升高
&"I ,% %1 ,!$

合计
&$" -, ,#% -",

>+@

!

QeL

和
QeLa

与白细胞计数及嗜碱粒细胞绝对值的相

关性
!

对
QeL

和白细胞计数及嗜碱粒细胞绝对值进行相关分

析#发现
QeL

与白细胞计数显著相关$

:b#+&,I

#

Gb#+###

%与

嗜碱性粒细胞绝对值亦显著相关$

:b#+,##

#

Gb#+###

%&对

QeLa

与白细胞计数和嗜碱粒细胞绝对值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QeLa

与白细胞计数显著相关$

:b#+#&$

#

Gb#+###

%#与嗜碱

性粒细胞绝对值亦显著相关$

:b#+,"$

#

Gb#+###

%)

?

!

讨
!!

论

QeL

和
QeLa

是血细胞分析的重要参数)

QeL

增多机制

复杂#病因多样)

"I1%

年首次确认嗜酸性粒细胞后#人类对血

液和组织和$或%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高进行过广泛的研

究'

,2!

(

)

QeL

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分化的嗜酸性粒细胞集

落形成单位#后分化成熟为
QeL

)其发育过程受白细胞介素

$

TV

%

2,

*

TV2!

及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

]M2HLP

%的共同作

用#

,

种因子正向调节
QeL

增高'

-

(

)依据病因#大致分为
,

类#

即特发性增高*克隆性增高和反应性增高)常见于各种过敏性

疾病*寄生虫感染*嗜酸性胃炎*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肿瘤

及全身播散性隐球菌的感染等)由于某些特发性嗜酸性粒细

胞升高诊断较为复杂#本文未能明确诊断#排除所列病因后#归

入不明原因嗜酸性粒细胞升高)

本文分析了职业卫生体检者
QeL

和
QeLa

两个参数#

QeL

或
QeLa

增高与
QeL

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b""$I+%$#

和
"&!I+$1#

#

<bII+$,&

和
""!+-"I

#均
Gb

#+###

%)进而将
QeL

和
QeLa

增高人群进行配对资料交叉比

较发现#

-",

例参数异常的体检者中有
&$"

例仅
QeL

增高#

-,

例仅
QeLa

增高而
,#%

例
QeL

及
QeLa

同时增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b$!%+,%-

#

Gb#+###

&

R0

??

0b#+!I"

#

Gb

#+###

%#且一致性一般#

R0

??

0

$

#+1!#

#提示在职业卫生体检

工作中
QeL

和
QeLa

增高虽然都具有临床意义#但
QeLa

相

对于
QeL

更为敏感#更具有临床意义)

对
QeL

和
QeLa

增高者通过查阅体检报告和进一步检查

及随访的方式发现#异常结果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

&-!+%!,

#

Gb#+###

%#并且心电图异常和脂肪肝所占比例较

高)心电图异常中以心率异常和
L3

段抬高为主)徐振霞

等'

1

(曾报道
&##&

!

&#"#

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L3

段

抬高患者
"&,$

例#认为
L3

段抬高患者
QeL

与心率成负相

关#但非
L3

抬高的独立影响因素#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与交

感神经系统的激活相关)周鑫斌等'

I

(研究结果显示#高嗜酸性

粒细胞增高的心脏损害心电图缺乏特异度表现#可出现室性早

搏*室性心动过速*室上性心律失常*非特异度的
3

波倒置*左

室肥大*不完全的右束支传导阻滞及心电轴左偏等表现#并认

为多见于
?46;;?6=

心内膜炎)上述两个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证实

QeL

与心电图异常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其病理机制尚未

证实)

QeL

或
QeLa

升高与脂肪肝的关系#孙捷等'

%

(调查结

果显示两者有相关性#并且认为
QeL

较
QeLa

更为敏感#并且

认为
QeL

较
QeLa

升高跟吸入化合物可能相关#也可能与心

脏和肝脏结缔组织变化有一定关系'

"#2"&

(

)

本次调查涉及的职业危害因素包括粉尘*化学物质*物理

因素饥饿生物因素#化学因素和粉尘是职业危害因素所占比例

较大#而接触此类物质后通常会给职业人员的呼吸系统带来影

响#辛娜等'

",

(进行的研究显示#烟曲霉可以对支气管上皮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存在影响#罗琼等'

"$

(曾对嗜酸性粒细

胞气道激活机制阐述中亦有提及)目前较为成熟的关于气道

刺激和炎症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增高主要与
Q479@/0

表达与增

高相关'

"&

(

)

QeL

较
QeLa

增高见于寄生虫感染过敏性疾病和皮肤

病#较为多见#机制也多已阐明'

"#

(

)嗜酸性粒细胞与反应型皮

肤病#与职业危害因素相关性也不是很明显#但也应当引起职

业健康体检医师的注意)职业危害因素多造成慢性和持续性

的危害#多引起慢性疾病#较为隐匿#但其潜在危险巨大)改善

职业劳动者生活环境#提高职业人群健康水平#对于社会和谐

发展尤为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职业人群的健康

问题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职业健康体检#可以基

本了解不同职业人群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为相关部门有效开

展健康教育及健康管理工作#提高职工身体素质提供科学

依据)

本文结果显示#

QeL

和$或%

QeLa

增高$下转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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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都有其缺陷#特别在诊断
M(K

时#准确率在
I#+#a

以下#

非常容易漏诊和误诊#而一旦延误病情#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是

巨大#而
$

项指标联合检测后#准确度提高了
"#+#a

#这就弥

补了单一指标检测的不足)

综上所述#联合检测患者血清中
L((

*

HOK

*

KH3

及
3(K

水平的变化#对急性胰腺炎的早期诊断及病情判断#有一定临

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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