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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陶瓷彩绘女工机体铅负荷对子代健康影响

江西景德镇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胡观凤 黄卫群

江西省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胡筱凤
、

曹秋 月

铅是工业应用最广泛的重金属
,

尤其近年来随着

乡镇企业的发展
,

陶瓷彩绘工厂的增加
,

彩绘女工增

多
。

鉴于铅对子代的影响已 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

而

彩绘女工的铅负荷及对子代的影响尚未见有报道
,

现

将我们对 100 名彩绘产妇血铅及新生儿血铅
、

乳 汁 铅

进行的测定
,

并以 101 例健康无铅接触产妇及新 生 儿

血
、

乳汁为对照 之结果及其对子代的影响报告如下
:

资料来派与方法

1
.

接铅组
:
为 10 0例彩绘工种的产妇 血

、

新 生

儿脐血
、

初乳
、

及其中22 例后期乳 ( 1 ~ 6 个月
,

平均

3
.

65月 )其工作环境铅浓度为立0
.

0 0 4一 o
.

83 6m g /m
’ 。

产妇年龄 18 一 32 岁
,

平均 2 4
.

6 1岁
。

别 %为初产妇
。

接

铅工龄 4 月~ 17 年
,

平均 4
.

5年
。

2
.

对照组
:

为 101 例无铅接触史的健康产妇血
、

新生儿脐血
、

初乳及其中29 例后期乳 (2
.

5~ 6 月
,

平

均 3
.

8月 )
。

产妇年龄 1 9~ 3 4岁
,

平均 2心
.

3 2岁
。

8 8
.

1%

为初产妇
。

3
.

测定方法
:
取产妇分娩前耳垂血

,

断脐时取

新生儿脐血
,
并收集三天内的初乳

。

所用玻璃仪器均

经 3 % 硝酸液浸泡处理洗净
。

使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定
。

结 果

1
。

接铅组与对照组的母体血
、

新生儿脐血
、

及

乳汁中含铅值的比较
,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

如表 1 所

示
,

其差别有高度显著性 (P < 。 .

01 )
,

但两组的初乳与

后期乳含铅值比较
,

无显著性差别 (P > 0
.

05)
。

2
。

表 2 为接铅组与对照组的母血
、

新生儿血
、

乳汁三者差异配对显著性检验和相关系数 显 著 性 检

验
,

可见接铅组和对照组的母血与乳汁
、

新生儿血与

乳汁及母血与新生儿血含铅值均有显著性差 异 (P <

橄 01 和 p < 0
.

05)
。

两组三者均呈明显 的正相关
。

衰 1 两组母血
、

新生儿脐血
、

乳汁含铅值比较

产mo l/ L (产g / d l)

组 别 例数 范围 t 值

接铅组

母血

对照组

1 0 0

1 0 1

0
.

4 1~ 3
.

6 6

( 8
.

4 5~ 7 6
。

35 )

0
.

2 6~ 2
.

8 6

( 5
.

5 ~ 5 9
.

6 5 )

6
.

4 7 < 0
.

0 1

接铅组

新生儿

脐血 对照组

0
.

2 2 or 3
.

6 4

( 4
.

6 1~ 7 5
.

6 4 )

0
.

2 6 ~ 2
.

6 7

( 5
.

5 ~ 5 5
.

6 4)

6
.

8 6 < 0
.

9 1

ù“.,工八甘n甘弓上` .一

接铅组

初乳
对照 组

1 0 0

1 0 1

0
.

0 6~ 0
.

3 3

( 1
.

2 ~ 6
.

9 )

0
.

0 3~ 0
.

2 9

( 0
.

62 ~ 6
.

1 )

4 6 < 0
.

0 1

接铅组 2 2

后期乳

对 照组 29

0
.

12 ~ 0
.

2 6

( 2
.

5~ 5
.

5 )

0
.

10 ~ 0
.

2 4

( 2
.

0 ~ 5
.

1 )

4
.

3 2 < 0
.

0 1

裹2 两组母血
、

新生儿脐血
、

乳汁 中含铅值的差异

和相关的显著性检验

组别 例数 云值 相关系 数

母血与新生儿 脐血 接铅组 100

对照组 10 1

1
.

9 7…
3

.

13*

0
.

7 7 * .

0
.

7 7 . *

新生儿脐血与乳汁 接铅组 1 00

对照组 1 01

1 9
.

92 * 0
.

6 4* *

1 7
.

1 1* 0
.

6 8 * .

22幻母血与乳汁 接铅组

对照组 :::
2 ] * 0

.

77 * .

0
.

67二

. P < 0
.

0 1 二 P < 0
.

0 OC5 …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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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接铅组母血
、

新生儿脐血
、

乳汁含铅值与工

龄的关系 (见表 3 )
。

衰 3 母血
、

新生儿脐血
、

乳汁含铅值与工龄关系

产m lo / L (产g/ di )

工龄 例数 母血 新生儿血 乳汁

0 一 7 1
.

7 7 ( 3 6
.

8 7) 1
.

42 ( 2 9
.

6 3 ) 3
.

1 9

1一 4 6 1
.

7 5 ( 36
.

4 5 ) 1
.

6 1 ( 3 3
.

5 1 ) 3
.

30

弓一 3 9 1
.

9 7 ( 4 1
.

0 7 ) 1
.

6 9 ( 35
.

2 2 ) 3
.

6 4

] 0一 6 2
.

4 7 ( 5 1
.

5 3 ) 2
.

0 9 ( 4 3
.

5 4 ) 4
.

1 5

1 5一 7 3
.

12 ( 6 4
.

98 ) 3
.

30 ( 6 8
.

8 4 ) 6
.

3

讨 论

铅影响胎儿发育必须首先通过胎盘进 入 胚 胎 体

内
,

看法虽然尚有分岐
,

但有人提出
,

胎盘 对 铅 有

一定屏障作用
,

而大多数人认为铅很容易通过胎盘
。

我们测定的 100 例彩绘接铅孕妇和 101 例健康对照组的

母体血铅与新生儿脐血铅均呈明显正 相 关 ( r = 。 .

77

p < 。
.

00 05 ) ,

表明铅能通过妊娠妇女的胎盘传递至胎

儿体内
。

分娩时母体血中的铅与新生儿脐血中的铅浓

度均有显著性差别 (P < 。 .

05 和 p < 。 。
0 1)

,

说明胎盘

尚有一定的屏障作用
。

本文 10 0 例彩绘女工中有 5 例

胎盘缺损占 5 %
,

其中 3 例 母 血 铅 > 2 , 4产
mo l/ L

(5 。阳 / d D
,

脐血铅> 1
.

2产
mo l/ L (2 5鸿 / id ) ,

比

对照组 ( 0
.

” % )高 5 倍
,

并有一例头部畸形伴唇裂
、

聘裂的新生儿
,

出生后死亡
,

为 6 年彩绘接铅工龄的

孕妇所生
,

其母血铅为 2
.

38 产mo l/ L ( 4 9
.

5阳 / dl ) ,

新生儿脐血铅为 18。产
mo l/ L ( 3 7

.

4 2阳 / id )
。

显示铅

毒对子代可造成不良影响
,

至于子代的智能情况尚须

进一步追踪观察
。

接铅组母血
、

新生儿脐血及乳汁中的含铅值随工

龄的增长而增高
。

工龄越长
,

机体铅负荷越重
,

对子

代的影响将更大
。

若以血铅 > 1
.

92 产mO I/ L (4 。鸿 /

d l) 作为儿童过量铅吸收标准
,

本文有 33 名 新 生 儿

脐血铅已呈过量铅吸收状态
,

这对婴儿今后 生 长 发

育
、

智能状况均能造成不良影响
,

值得引起关注
。

因

此
,

认为彩绘女工在妊娠及哺乳期应调离铅作业
,

对

工龄长
,

血铅 ) 1
.

92 P
mo

l / L (40 鸿 / id )者 须及时驱

铅治疗
,

对其子女也必须定期接受包括铅在内的健康

检查
。

另外
,

妇幼保健人员更须提高对铅 危 害 的 认

识
,
加强预防保健工作

,
以确保彩绘女工及其子代的

健康
。

激光对眼的慢性损害的研究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郭棣华 高松寿

激光对人体的主要危害是低水平
、

长时间的辐射

和漫反射引起的影响 1 1 , ,

国内有关报告很少
。

为探讨

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我们对激光科研人员进行了 检 查
,

.

并对作业环境的激光辐射量进行了测定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接触组为激光 科研人员 81 人 (男性 51 人
,

女性 3 0

人 ) ,

年龄 2 0~ 5 0岁
,

接触激光 z ~ 2 5年
。

对照组选择不接触激光和其它有毒有害因素的行

政人员及工人 99 人 (男性 70 人
,

女性 29 人 )
,

年龄 20

~ 5 0岁
。

研究对象均进行详细的眼科检查
:
包括远

、

近视

力
,

检查结膜后用 5 %新福林溶液扩瞳到 7 r n 力。以上
,

用裂隙灯显微镜
、

眼底镜分别观察角膜
、

晶体
、

玻璃

体及眼底
。

并询问病史
、

职业史
。

除此之外
,

尚进行下列工作
:

1
.

作业环境激光辐照射量的测定
:
用上海市测

试技术研究所生产的 zP
一
64 型数字式长波长光纤功

率计
,

测定时将探头置于激光科研人员的操作位置
,

探头高度置于科研人员眼睛水平面上
,

将探头在该水

平面的各方向进行测量
,

取其最大值
。

根据上海市测

试所提供的校正曲线计算
。

2
.

利用 1 987年体检资料
,

分析两组人员中部分

检验资料完整者的血常规
、

血脂资料
。 .

结 果

一
、

作业环境的激光辐照射量的测定见表 1
。

测定结果显示
,

大部分连续激光器的辐照射且在 ,

1 9 86年 12 月大连会议通过的眼直视激光束的最大容许

照射量范围内
,

但也有部分操作位置的辐照射量己超

过容许标准
,

应予重视
。

二
、

症状

接触组除诉有一般神经衰弱症状外
,

尚有视物模

糊
、

眼疲劳
、

眼痛
、

眼前黑影
、

飞蚁症及炫光感等盘

状 (P < 0
.

05 )
。

三
、

眼科检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