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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镍既是工业、国防和人类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有色金属，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过量镍的摄入可对人体产生毒害。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镍化合物的毒理学进行了大量研究，证实镍可致多系统、多器官损伤，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IARC）已将镍及其化合物确认为致癌物。
在镍毒的防治方面，国内外已开展了镍的解毒剂研究，特别是镍的螯合剂，已应用于急性镍中毒的治
疗。
兰州大学赵健雄教授和他的科研小组，18年来对镍毒性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
了中医药防治镍毒的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
本书是该研究小组在这方面科研成果的详细总结。
它既是一部较全面论述镍毒性及其防治研究的专著，也是国内外第一部介绍中医药防治镍毒及临床治
疗慢性镍毒损伤的学术著作。
全书内容系统、试验详悉、资料翔实、文献齐全，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是一部原创性优秀学术专著
。
特别在中医药防治镍毒并用于临床治疗方面，填补了国内外研究的空白。
目前，国内外有关镍毒性及其防治研究的专著很少，该书的出版可用于长期从事镍作业环境的职工和
家属以及周围居民的健康保健和疾病防治，为镍毒理学及其防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为中医药
防治有色金属毒性和用于职业病防治，开展了有益的探索。
我衷心祝贺本书的面世，并乐为之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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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镍毒性与中医药防治研究》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目前国内外镍毒性及其防治研究的综述，第三
章是我们所做的镍毒性的实验研究，第四、五、六章是我们应用自制中药制剂防治镍毒性的实验研究
和临床观察报告。
《镍毒性与中医药防治研究》为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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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M检测16HBE细胞内D-399荧光强度的变化图5-17电泳后荧光显微镜检测16HBE细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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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5.7.3讨论实验结果表明：腹腔注射NiS04染毒，可引起雌性大鼠卵巢损伤，表现为动情周期延长，血
清E2、P下降，卵巢对促性腺激素反应下降。
同时，大鼠的阴道、子宫、卵巢镍含量升高，但垂体镍含量仅有上升趋势，可能与血脑屏障有关。
本研究测得的镍含量值与文献报道差异较大，可能与镍的染毒途径不同有关，文献报道的染毒途径为
皮下注射。
正常情况下，下丘脑产生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作用于垂体前叶引起促性腺激素LH和FSH
的释放，FSH和LH促进卵巢合成性激素，一定水平的雌激素维持着稳定的动情周期。
体内雌激素的平稳调节依赖于两种反馈调节，即正反馈调节和负反馈调节。
当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或雌激素需求增加时，反馈性促下丘脑GnRH和垂体FSH、LH释放，刺激卵巢
合成雌激素；雌激素水平的提高又反馈性地抑制下丘脑GnRH和FSH、LH的释放。
过量镍进入机体后，造成卵巢损伤，雌激素和孕酮分泌水平下降，反馈性引起垂体分泌FSH、LH水平
提高，同时，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了动情周期的延长。
另外，过量镍进入机体诱发体内产生的金属结合蛋白（MT），在结合镍的同时也可结合其他Zn2+
、Mg2+等金属离子，加之二价离子竞争多功能位点作用可导致体内Zn2+、Mg2+等离子浓度下降，影
响含锌酶和含镁酶的功能，进一步加重了损伤。
染毒结束腹腔注射GnRH后测血清FSH、LH，结果各染毒组：FSH、LH水平与NS组比较无差异，结合
注射GnRH前血清FSH、LH水平，表明染毒动物垂体分泌FSH、LH功能尚正常。
另外，本研究的阴道上皮脱落细胞涂片显示染毒动物动情周期延长，其原因除与卵巢损伤雌激素水平
下降有关外，还可能与腹腔注射染毒过程中直接损伤了子宫、阴道有关。
卵巢超排卵数和卵母细胞体外培养存活时间是衡量卵巢功能的指标，在5.0mg／kg剂量染毒条件下，卵
巢对超量促性腺激素的反应机能异常，同时染毒各剂量组卵母细胞体外培养过程的各观察时相存活数
下降，说明在各染毒剂量水平下NiS04已对卵巢造成潜在性损害，诱导卵巢早衰（老），呈现出了明显
的生殖细胞毒性。
综上所述，腹腔注射NiS04染毒可引起大鼠阴道、子宫、卵巢镍含量上升，动情周期延长，卵巢功能异
常。
我国某镍作业区妇幼卫生保健站承担的V6项目流调资料显示：调查的18～50岁妇女540人中有69例32
～39岁中青年妇女闭经（无结核、肝炎、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等病史），占12.8％，平均闭经年
龄35.2岁，比我国妇女平均绝经年龄（45～52岁）提前了8～10年。
该人群体检发现阴道上皮脱落细胞角化，发镍12.35 u g／g，尿镍5.47ug/L，明显高于我国不同地区正常
女性发镍含量（广东0.52 gg／g，南京1.0lgg／g，山西0.29gg／g），而发、尿中Mn、Mg、Cr、Co、Pb
无明显变化，且排除子宫发育不良引发的子宫性闭经，卵巢囊肿癌变引起的卵巢性闭经，产后感
染DIC引发的垂体性闭经，精神紧张工作压力等引起的下丘脑性闭经及由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
传染病等疾病引发的闭经。
结合本实验研究推测，该地区女性闭经提前与镍污染有关，可能因体内镍含量升高而导致卵巢损害，
其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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