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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新建体温表车间汞危害的调查与分析

常州市卫生防疫站 ( 2 13 00 3 ) 庄 莹 牟推仙 吴 润琴

108 9年某仪表厂引进一条体温表生产线
,
于同年

10 月正式投产
。

1 9 9 0年 5 月工人体检中发现新建体温

表车间工人尿汞 90 % 以上超标
,

为此进行了汞的危害

调查
,
并研究工人 自然排汞情况 , 试图提出对汞危害

的防治办法
。

对象与方法

1
.

对象
:

接触组为该车间新工人 10 1名 (男 27 名
,

女74 名 ) ,
平均年龄 2 0

.

3岁
,
既往体健

,
无毒物接触

史, 工龄 8 个月
。

对照组为常州某服装厂 缝 纫 工 50

名 (男 13 名
,
女 37 名 ) , 平均年龄 21

.

3岁
,

平均工龄

1
。

6年
,
既往体健

。

两组工人均作职业性体检
,
包括症状

、

体征
、

内

利
·

、

五官科
、

心电图等检查
。

2
.

空
z
心汞浓度

:

每月按工序进行区 域 定 点采

样
。

尿汞取
·

次性随意尿
。

空气汞
、

尿汞均用上海产 59 0型测汞仪
、

冷原子

吸收法进行测定分析
。

尿汞正常值参照江苏省卫生防

疫站推了翔均冷原子吸收法为 0
.

1。。拼m ol / L
。

3
.

统计方法
:
空气汞与尿汞的关系 作 相 关 分

析
,
列出回归方程

。

接触组
、

对照组尿汞 及 主 要 症

状
、

体征比较分别作七和 : . 检验
。

结 果

1
。

劳动卫 生调查

( 1 ) 体温表生产工艺流程长 , 共有 70 多 道 工

序
。

且加热操作多
,

有些工序需加热至 3 00 ~
`

I c护 c
,

汞沸点为35 o6 c
,

以至体温表破损流散的汞呈蒸气弥散

在车间空气中
。

工人 以手工操作为主
,

_

且产量大
,

新工人操作不

熟练 , 玻璃易破碎
,
汞易流散

。

新工人不注意收臾流

散汞
,

有些工序工人眉 毛
、

头发上都能见到细小汞珠
。

生产布局不合理
,

体温表生产挤占在 其 他 车 间

内
。

由于生产场地限制
,
往往几道工序在 一 个房间内

进行
,

高汞与低汞工序仅部分用纤维板隔开
,
扩大汞

污染
。

且原有通风设施功率小
,
不能适应体温 左生产

需要
,

故现场空气汞浓度几乎全部超标
,
最

; ;
.

超 际8 8

倍
。

一

( 2 ) 车间空气汞浓度
:
根据车间布局

,
划分为

10 个区域
,

按月定点采样
,
共测得样品数 8 7个

,
超标

8 4个
。

几何平均浓度最 低 为 0
.

o 29 m g / nI 3 ; 址高为

0
.

1 89 1119 /m 3 ,

见表 1
。

裹 1 体温表车间空气汞浓度与尿汞的关系

工 序 样品数
空气 汞 G
( m g /m s ) 人 数

尿汞 G

(“ m o l / L )

盆眼量泡

灌 洗 未

定 退

封 头

渗印烘 色

排气 夏溢

12

10

7

5

1 2

缩 喉

植 中 断

例 空 气

那} 甩

合 宝卜 8 7

0
。

0 2 9 1 3 0
。

2 4 9

0
。

0 3 9 1 8 0
。

4 7 3

0
。

0 4 2 5 0
。

5 Q8

0
。

0 6 5 4 1
。

1 4 0

0
。

0 7 2 1 5 0
。

6 42

O
。

0 9 7 1 1 0
.

8 67

0
。

1 0 9 2 3 1
.

32 Q

O
。

1 1 3 3 0
。

5 93

0
。

1 2 9 4 1
。

2 45

0
。

1 8 9 5 2
。

0 0 2

0
。

0 7 6 1 0 1 0
。

1 8 2

= 0 .

8 7 P ( 。
.

o 1 A
= o

.

o a 4 B = 。
.

2 7 y = 0
.

0 8 4 + 9
。

2 7 x

2
.

体检结果

` 1 ) 接触组与对照组主要症状
、

体征比较如表

接触组主要症状体征为神经衰弱综合 征 和 街 服

炎
、

齿敞出血
。

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

而三颇不

是主要表现
,

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



。
艺2 8

·

表 2 二组
二

i三要症状体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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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二组空气汞和尿汞对比

接蚀组 卜 l 戈 对照组 5今人

症状体征

— 一
伽l 夕石 例 ;石

夕
:

痛 1 1 1 1 4 8

头 昏 3 6 忍6
. ,

6 1 2

乏 力 Z G 尘乙* . 4 8

失 眠 8 8 . * 0 0

哨 睡 4 4 1 2

多 梦 1 2 12 . 0 0

记 忆 l了减退 6 6 1 2

齿 以乏 tU 血 4 6 46 中 * 1 1 22

宝勺 眼 炎 连生 4 4 * * 6 12

手 颐 2 2 0 0

舌 颤 4 屯 2 4

眼 帐 9 9 4 8

月 经 不 调 1 1 1 5 3 8

人数
空气 汞 G
( m g / zn , )

尿及 G

( l`一n o l / L )

接触组

对照 组

,

::
。

0 7 6

。

0 0 1

。

9 0 6

。

0 07 5

一
’

< 。
.

05 二 P < 。
.

0 1

尿 索一月 m o l / L )

训泌l.t

空 气汞 ( m g / m
,
)

体温 表车间空气汞浓度与尿汞 的关系

( 2 ) 接触组尿汞超标93 人
,

超标率 92 %
。

尿汞

几何均故见表 1
。

分析空气汞浓度与尿汞的关系结果如表 1
,

相关

系数 r = 0
。

8丁
.

甘= 0
。

0 8 4 + 9
.

2 7 x
、

见图
。

P < Q
.

0 5

( 3 ) 脱离汞作业 1
.

5 个月后
,
随机选取29 名工

人复查尿汞
,
结果尿汞均数从 1

.

左4切m ol / L 下 降致

。
.

3左4户m o l / L
,

平均下降 7 6 %
,

脱离汞作业 3 个月后
,

复查尿汞 2 8名
,
结果尿 汞均数从 1

.

3 3 5召m ol /L 下降到

。 .

2 4 4即m o 」/ L
,

平均下 降8 2 %
。

讨 论

1。 本 欠调查表明
,

当空气汞 浓度超过找国M A C

( o
.

ol m g / m
3 ) 时

,
接触汞不到

一

年的工人
,
尿汞也

超过正常值。
.

10 0召m ol / L
。

且随着接触空气汞浓度的

增高而递增
,

_

里明显剂贵效应关 系
。

相 关 系 数 r =

0
.

87
,

空气汞与尿汞 之比为 ] :l
.

88
,

与困外文献报道类

同
。

木文结果再次认证 了我国车间空
z
毛汞M A C (。

.

01

m g l/ n , )是适宜的
。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 期

体内 {J汞 吸收增加的情况
,
丧明尿汞可 以作为群体诬

康监护的指标
。

2
.

按触汞 8 个月
,
平均尿汞 。

.

8 9动 m o 】/ L
,

工

人体检主要 阳性体征为神经衰弱练合征以涟 街戚炎
,

无三 颤衷现增加
。

考虑工 人接触时间短
,

_

l毛要是天 吸

收的衷现
。

3
.

汞在体内的半排期为G o天
。

短期接触汞
,
发

现未危害后
,
如能及时脱离按触

,

休养 1
.

5~ 3个月
,

尿求能很快 「降 , 症状沐征松到改泞
。

1 9 9。年 8 月 i失

车间停产
,
全体工人离岗休忿

,

复查尿汞
。

个别复查

二次尿汞仍偏高者予 以住院州 ,J[
,
一般排长 1~ 3疗程

尿汞均可达到正 常
。

( 本文承蒙 上海医科大学王 诊兰 教 授扎、廿
,

议谢
。

)

接触组与对照组空气汞
、

尿汞对比如表 3
。

炼钢工人长期接触低浓度无机氟化物健康状况调查

锦州铁路防疫站 ( 1 2 1。。0) 岳 宁 孟焕 兰 胡 静

慢性氟中
一

毒是炼钢工人一种常见的职业病
。

我们

刘炸 俐过程中加莹石 ( C a F 幻 后产生的氟化物对工人

健 康的危害做了调查
。

初步摸清氟化物存在及危害情

祝 , 叭而为制定了j
`

效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

一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

接触组为接触氟化物的惊钢工 入29 人
, 劝

照组为同
一

厂 内不接触氛化物
,

饮用同 一水源的饮 l
、

模型工 30 人
。

两 组均为男性
,

其年龄
、 」二龄构成相近

。

方法
:

( 1 ) 炼钢车间作业环境监测
。

用土海产

D K 一 ZA采样仪w 10 0m l/ 分
,

取样 2。。升
, 一 日两次

,

连续采 3 日
。

作氟化物分析
,
取 其 均 值

。

( 2 ) 体

检
。

包括病史
、

症状
、

f卞征
。

( 3 ) 尿几成化物价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