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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牙酸蚀病调查报告

株洲冶炼厂职工医院 ( 4 1 20 04)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岁成模

陈 仪

职业性牙酸蚀病 (又名牙酸蚀症 ) 国内外早有报

道
。

1 9 8 7年
,

我国正式把牙酸蚀病列入职业病名单
。

19 8 8年
,

我们对部分酸作业工人进行了牙酸蚀病调查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和方法

一
、

调查对象

接触硫酸
、

盐酸
、

硝酸
、

磷酸
、

铬酸和各种混合

酸的工人共 1 6 71人
,

其中男性 119 0人
,

工龄 1个月~

30年
,

绝大多数为 15 年左右 ; 年龄 18 ~ 61 岁
。

分别在株

洲
、

上海两地选择不接触酸的50 1名工人作为对照组
。

二
、

检查项目和标准

1
.

检查项 目
:

职业史
、

个人卫生习惯和自觉症

状询问
, 口腔

、

眼科
、

耳鼻喉科常规检查 ; 重点检查牙

酸蚀病
、

楔状缺规
、

龋病等牙体硬组织疾患
。

部分工人

作了唾液 PH 值测定及群体牙周治疗需要指数检查
。

2
.

判断标准
:

单个牙酸蚀参照郑麟蕃 (中华 口

腔科杂志 1 955 , 1
:
5

.

)和 T e n B ur g g e n C时 e ( B r J

nI d M e d 1 9 65 ; 2 5: 2 4 9
.

) 的标准
,

将牙酸蚀分为可

疑
、

I
、

I
、 ’

I
、

F 级
,
全 口牙酸蚀病则分一

、

二
、

三度
。

龋病
:
按 1 95 7年全国龋病

、

牙周病调查统一标准

进行
。

楔状缺损
:

按缺损累及牙骨质层
、

牙本质浅层
、

牙本质深层或已穿髓分为 1
、
2

、
3度

。

群体牙周治疗需要指 数
:

用 C P I T N 牙周探针
,

按W H O规定的方法进行探查记录
。

唾液 p H值测定
:
用精密试纸法

。

结 果 分 析

一
、

职业性牙酸蚀病发病率

对 14 个单位 1 67 1名酸作业工人检查结果 (表 1
、

表 2 ) 表明
,

除接触磷酸的工人外
,

其他各种酸均发

现有牙酸蚀
,

以接触硫酸
、

盐酸
、

硝酸的工人发病率

最高 , 对照组未发现有牙酸蚀
。

如株洲某厂车问空气

中硫酸雾浓度最高达 150 m g /m
, ,

超过国家卫生标

准 74 倍
,

302 名男性酸作业工人牙酸蚀病发病率 高达

45
.

3% (其
,

l
,

三度牙酸蚀病 13 人 ) ;
上海某厂 以接触

铬酸为主的工人中
,

虽有鼻中隔穿孔者 n 人
,

但仅发

现牙酸蚀病观察对象 2人
,

一度牙酸蚀病 2人
。

从表 ; 还可 以看出
,

牙酸蚀病发病与空气中酸雾

浓度有关
,

同样是盐酸
,

浓度高者发病率明显增 高
。

衰 1 酸作业工人牙酸蚀病检查结果

性别 检查
人数

患者
人数 气爵产

。 牙 。 受 检
人均

患者

人均

男

女

合计

1 1 90

48 1

1 67 1

1 9
。

9 1

1 1
。

0 1

1 7
。

3 5

15 0 4

2 5 0

17 54

1
。

2 6

0
。

5 2

l
。

0 4

6
。

34

4
。

7 1

6
。

0 5

.̀,J八.丹01台O材ǹ
2

表 2 接触不同酸类作业工人牙酸蚀病检查结果

酸种类

空气 中酸
雾浓变
(m g / m , )

检查人数 , 者人数
代弈产

硫 成

硝 酸

铬 酸

礴 酸

氢氟酸

0
。

4 5~ 15 0
。

Q

4
。

1~ 8
。

6

O
。

1 9~ 2 4
。

6

0
。

0 4~ 3
。

9

0
.

3 0~ 3
。

1 1

2
。

0

l
。

1 6~ 67
.

8 6

3 4 5

7 8

2 6

5 4

12 3

8 6

6 9

4 1
。

1 6

15
。

3 8

4 2
。

3 0

3 8
。

8 8

3
.

2 5

0

] l
。

5 9

介̀几Fl es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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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盐盐

注
:

接触混合酸的未包括在内

牙酸蚀病与工龄关系详见表 3
,

随 自 L龄增长
,

牙酸蚀病发病率升高
,

酸蚀更严重
。

某厂接触硫酸雾的 3 巧名 〔 人中
,

一度牙酸蚀病的

最短工龄为 4 个月
,

二度牙酸蚀病的最短工龄为 1年

10 个月
,

三度牙酸蚀病的最短工龄为 8年
。

表 3 硫酸作业工人牙酸蚀病发病与工龄关 系

工麟

(年 )

检 查

人数

一 度 二 度 三 度 合 计

例 % 例 % 例 % 例 %

< 1 1 7 1 5
。

8 1 5
.

8

1 ~ 9 4 1 0 1 0
.

6 9 9
.

5 1 9 ￡。
·

2

s ~ 7峨 2 7 2 2
.

, 10 23
.

5 1 2
.

5 : 8 3 7
.

8

1 0~ 4 3 7 1 6
.

2 1 1 2 5
。

5 3 6
.

9 2 1 4 8
.

8

1 5 ” 7 2 1 1 1 5
.

2 2 5 3屯
.

7 5 6
.

马 4 1 56
.

9

2 0~ 4 1 7 17
。

0 18 4 3
。

9 4 9
.

8 2 9 7 0
.

7

2 5~ 吐 1 2 5
。

0 2 5 0
。

0 3 7 5
。

0

二
、

临床表现

1
.

自觉症状
:

对 290 例牙酸蚀病患者的自觉症

状进行统计分析表明
,

以牙对冷
、

酸刺激敏感出现率最

高
,

分别为 5 9
.

3 %和 5 3
.

7%
,

其次为牙眼出血
、

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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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牙松动感等
。

2
.

牙位分布
:

从表 4 可以看出牙酸蚀病的牙位

分布特征
,

在 1 7 54个酸蚀 牙 中
,

中切 牙 846 个
,

占

或8
.

23 % , 侧切牙 6 4 1个
,

占36
。

5 4% ; 尖牙 2 50个
,

占

1 6了

14
.

25 %
, 第一

、

二双尖牙 17 个
,

占 0
.

96 %
。

除 I 级

牙酸蚀上领多于下领外
,

其他各级牙酸蚀均以下领居

多
,

且酸蚀更严重
。

左右两侧比较
,

酸蚀牙数
、

酸蚀

程度以及牙位分布都基本相同
,

具有明显 的对称性
。

衰 4 2 90 例牙酸蚀病患者酸蚀牙牙位分布
~ ~ ~ - ~ ~ ~ ~ ~ ~ ~ ~ ~ -一-

敌 蚀 牙 牙 位

一
—

小计 %

分 级 5 4 3 2 1 1 2 3 4 5

1 1 3 1
`
2 1 17 6 1 7 9 1 1 4 3 4 6 56 3 7

。
4 0

上 1 8 12 5 0 4 7 1 5 5 1 37 7
。

8 1

1 1 4 6 2 1 3 0
。
7 4

领 W 1 1 1 3 0
。
17

小计 1 3 9 1 35 公3 1 2 3 3 1 3 1 3 9 8 0 9 4 6
。
1 2

5319nZ
` .工盛峨确02

吸臼Ò,臼1`百二百且

下

小计

合 计 2 6 1 2峨 3 :

1 10 1 1 2 1 1 9 56 4 2 5 88 3 3
。
5 2

6 3 6 4 5 3 2 8 3 2 9 0 16
。

5 3

1 1 1 2 1 3 3 50 2
。

8 5

5 5 5 17 0
。
97

1 8 9 1 93 1 90 8 7 7 2 9 4 5 5 3
。

8 8

4 2 0 4 2 6 3 2 1 1 2 6 7 2 1 7 5 4 1 0 0
。

0 0

3
.

牙酸蚀临床特征
:

职业性牙酸蚀早期无牙实

质缺损
,

仅有唇面牙釉质色泽改变
,

即浸蚀现象
,

然

后先有唇面切端釉质缺损
,

切缘变薄 , 继而有浅层牙

本质暴露缺损
,

缺损呈一斜坡状
,

从切缘起削向牙冠

唇面
,

暴露的牙本质呈淡黄色
,

周围有较透明的牙釉

质层 , 进一步发展
,

可见深层牙本质暴露
,

在缺损面

牙本质的中央相当于原髓腔部位可见一圆形或椭圆形

的棕黄色牙本质区
,

即己有继发性牙本质暴露
。

由于

牙冠明显缩短
,

可出现开殆
,

最后可有髓腔暴露或仅

留下残根
,

可伴有牙髓或牙髓继发性病变
。

4
.

唾液 PH 值测定
:

对 n 7名硫酸作业工人工

前工后的唾液p H 值进行测定
,

工前均值为 6
.

73
,

工

后均值为 6
.

6。
,

平均下降。 .

13 , 其中 p H值不变者 42

人
,

PH 值升高者 20 人
,

平均升高 0
.

25 , 下降者 55 人
,

平均下降0
.

370

三
、

与其他常见口腔疾病的关系

酸作业工人的龋病和楔状缺损的患病率及牙位分

布与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

说明接触酸的作业对

龋病及楔状缺损的发病无明显影响
。

同样牙周治疗需

要指数检查也表明酸作业对工人牙周组织健康状况没

有明显影响
。

小 结

1
。

调查结果表明
,

牙酸蚀病的发病率与酸的种

类
、

空气中酸雾浓度
、

接触工龄均有密切关系
。

2
.

职业性牙酸蚀病主 要损害直接接触含酸空气

的牙齿
,

即中切牙
、

侧切牙和尖牙 ; 双尖牙少 见
,

磨

牙未见有牙酸蚀
,

与国外 一 些报道一致
。

这种酸蚀牙

的牙位分布是与口角落点基本一致
,

即上领尖牙的远

中部分或第一双尖牙的近中部分
。

牙酸蚀病主要损害

牙体硬组织的牙冠部分
,

损害为 一 慢性过程
,

早期仅

有牙釉质浸蚀
,

继而有牙釉质
、

牙本质和深层牙本质

暴露缺损
,

严重者有髓腔暴露或仅留下残根
。

牙冠的

严重缺损
,

可严重影响牙齿的正常形态和功能
,

并给

病人带来很大的痛苦
。

牙酸蚀病的自觉症状非牙酸蚀病的特异症状
,

在

对照组中也有相当高的出现率
,

因此
,

对牙酸蚀病的

诊断意义不大
。

酸作业工人唾液禅值测定无明显规律
性变化

,

即使是 p H值下降者
,

也都高于牙釉质的临

界 PH 值
。

且唾液本身有很强的级冲能力
,

唾液成份

的变化还受年龄
、

性别
、

饮 食
、

季节等 许 多 因素影

响
,

因此
,

接酸作业工人唾液 PH 值 侧定 惫义也不

大
。

3
。

酸作业对工人龋病
、

楔状缺损的发病率无明

显影响
,

与国内外报道一致
。

牙周治疗播要指数调查

则表明酸作业对牙周健康状况无明显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