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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早期
,

虽然常规的肾功能检查正常
,

但此

时一些敏感的指标如尿酶活性可能出现 阳性结

果
。

尿 A L P活性是否有性别差异
,

未见文献报

道
。

我们对不 同性别进行尿 A L P 活性测定的结

果表明
,

无论接触组还是对照组
,

女性工人尿

A L P 活性均显著高于男性
。

与以往研究重金属

毒物对工人尿 A L P活性影响的结果不同的是接

触有机氟作业工龄长短对尿 A L P 活性未见明显

影响
。

接触汞
、

锡等重金属随着工龄增加
,

肾

脏蓄积量增多
,

所以随着工龄增加尿 A L P 活性

不断增高
。

有机氟化合物在体内经代谢转化后

从尿中排出
,

肾脏蓄积氟量不明显
。

由于工人

工作中不断接触有机氟
,

使尿A L P活性增高
,

所以尿A L P 活性增高反映了工人对有机氟化合

物的现时暴露引起的肾脏改变
。

实验中也看到

一些工人脱离有机氟作亚后
,

尿 A L p 活性降至

正常水平
。

不同年龄对尿 A L P 活性影响
,

文献

中也未见报道
,

我们测定接触组不 同年龄组尿

八工 P活性
,

未见明显差异
。

在接触有机氟作业

中
,

不同工种对 肾脏影响是不 同的
,

因为我们

的结果表明
,

聚合和推管工段工人尿 A J
J

P活性

显著高于单体工段
,

考虑可能和工人接触有机

氟化合物种类和
一

浓度不同有关
。

在有机氟作业

时
,

因为有单体制备
、

单体聚合和加工成型等

不 同工种作业
,

所以工人接触的有机氟化合物

种类不 同
,

不 同工种工人接触的浓度也不同
。

因此测定某一种有机氟化合物对工人健康的影

响存在一定 困难
,

今后有必要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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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亚急性铅中毒 1 例报告

广州市天河区卫生防疫站 成 文明

患者女
,

18 岁
。

在一私营企业从事蓄 电 池 翻 造

工作
,

工龄 18 个月
。

手工操作
,

将旧的蓄电池拆开
,

换去铅片极板
,

然后用喷射枪将铅锡合金 (含铅 70 %
,

锡 30 % )烧熔焊接
。

每天工作 10 小时
。

作业场所工。m ,

(中毒发生后业主已经转产
,

车间浓度未测 ) ,

无机

械
、

个人防护用品
,

患者作业时从不戴口罩
,

并吃住

在厂内
。

患者于 1 9 8 8年 3 月27 日至 4 月 3 日
,

急性腹痛
,

到某区人民医院门诊就 诊 两 次
。

4 月 6 日因脐周绞

痛
、

伴有呕吐
、

拟急性腹痛待查
,

收某区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 8 天未能缓解
。

患者自行出院
,

转入某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内科拟肠虫病收入住院
,

治疗 10 天后效果不

明显
。

经询间发现有铅接触职业史
,

于 4 月 2 6日转入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部
。

查体
:
发育正常

,

营养

差
、

贫血貌
,

心肺 ( 一 )
、

肝脾肋下未触及
,

剑突下及

脐周左侧压痛明显
,

齿跟铅线 ( 一 )
。

实验室检查
:

团 j 7 3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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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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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彩红细胞。
.

05
,

血铅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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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铅 3
.

72 声mo l/ L
,

尿叶琳 (带 )
,

心电图
、

脑电图
、

肝脾 B型超声波
、

肝

功能检查
,

均在正常范围
。

诊断为
“

亚急性铅中毒
” 。

经 6 个疗程驱铅治疗
、

病状完全消失
,

各项检查结果

正常出院
。

讨论
: 1

.

患者有明确接触铅作业史
,

其临床表

现
、

实验室检查结果均符合铅中毒
,

并经驱铅治疗痊

愈
,

故诊断为
“

亚急性铅中毒
”

是可靠的
。

但患者误

诊长达一个月
,

故提示临床医师对急腹症病人应注意

询问职业史
。

2
.

近年来由职业引起亚急性铅中毒极

为少见
。

随着私营企业增加
,

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

建

议有关部门加强对私营企业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管理
,

保护个体劳动者健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