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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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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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取 l:岗前尿液
,

舔周一次 , 送检
,
三周取其均值

。

( 4 ) X线拍片
。

包括骨盆正位片
,
挠骨及其同侧胫

川卜伴正位片
。 、 `

) 饮用水源含氟物监测
,

并参考 5

年内资料
。

二
、

结 果

( 1 ) 炼钢车间氟化物平均浓度为 1
.

o 5 Jn g /m
, ,

超过 }川家最高允许浓度的 O
。

01 倍
。

( 2 ) 饮水含氟量

为0
.

3连m g /m
, ,

低于国家标准
。

( 3 ) 症状与体征两

组间无明显差异
。

( 4 ) 尿氟化物含量两 组间有极明

显差 异 ( P < 0
.

0 1 )
,

接触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见表 1)
。

22 9

表 1 尿氟化物比较 (m g / L )

例 数 最低值 最裔值 平均俄

几卜ùJ注
,.

n甘n甘伪甘
ó门é0é心口接触组

对照组 ::{
t = 8

.

69 P 灯 少
.

0 1

( 5 ) X线表现
。

接触组有骨密度增 l佰7例
,

骨小梁增

粗 11 人 , 韧带骨化 2人
。

对照组有骨小梁增粗 1人
,
韧

带骨化 2 人
。

接触组骨骼改变 明显多于对照组
。

表 2 骨 骼 X 线 表 现

骨 盆 尺 挠 骨 胫 阶 骨
例故 一

_
_

_ _ _
密度增高 骨小梁增粗 骨小梁 增粗 韧带骨化 密度增高 韧带骨化

接触组

对组照

三
、

讨 论

长期吸入氟化物对人体有害 , 可引起骨质结构改

变 , 使骨密度增高和骨小梁增粗
。

产生临床症状
。

X

线检查是确诊慢性氟骨病简便而可靠的方法
。

氟化物

在体内代谢
,
一部分从尿中排出

。

长期接触氟化冶炼

工人 , 尿氟化物增高
。

而他们均饮用氟低于国家标准

的水
,

很明显这与长期职业性接触有关
,

制革制鞋作业工人关节炎发病情况调查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 4 5。。52)

豫中制革制鞋厂医院

刘正军 赵孟眺 谷桂珍

苏中立

本文对豫中制革制鞋厂 1 8 7。名工人关节炎发病情

况进行了职业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
,

旨在揭示其发病

规律
,

为制定制草制鞋行业劳动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

一
、

对象及方法

采用历史前瞻性调查方法
,

对该厂 195 7~ 198 6年

在册职工 (包括退休
、

调离和死亡对象 ) 进行调查
。

关节炎的诊断
,

除具有关节肿痛
、

畸形
、

不同程

度的关 竹功能阶碍等临床表现外
,

并具有实验室检验

结果或具有特征性 X 线改变
。

二
、

关节炎发病概况

全厂现有职工 2 5 7 0人
,

调查人年数 3 32 0 3
。

将制

革
、 一

下材
、

制鞋
、

库工
、

检验及其它接触有害因素工

种作为暴露组
,

行管
、

勤杂
、

医务人员等作为非暴露

组
,

全厂共发生关节炎 197 例
,

暴露组 1的例
,

非暴露

组 2 8例
,

P < 0
.

0 1
,

有非常显著意 义
。

不 同部位关节炎发病构成
:
膝关 节 炎 最 多

,

占

38
.

0 7 %
,

多发关节炎 占35
.

5 3 ;石
,

腰关节炎 占18
.

2 7%
。

不同丁和关节炎发病情况
:

各工种关节炎的发病率以

下材工为最高 ( 1
.

37 % )
,

其次为侧球工 (0
.

沁% )
,

制革工 ( O
.

6 C% )
,

制鞋工 ( 0
.

62 % )
。

关节炎的年

龄
、

性别分布情况
: 1 97 例关节炎主要集中在 20 岁 至

4 5岁年龄组 ( 18 1例
,

占91
.

88 % )
,

女性各年龄 组的

发病率普遍高于男性
。

三
、

讨 论

全厂共发生关节炎 197 例
,

人年发病率为。 .

5。%
。

其从事制革制鞋生产的暴露组发生 1 69 例
,

非
一

淤露组

28 例
,

两组 比较
,

P < 0
.

0 1
,

有非常显 片性意义
。

分析关节炎高发的原因有如下二点
:

1
.

生产 环境湿度大
,

通风差
,

相对彭度 8 0 % 以上

关节特别是膝以下关节易受刺激而 发展为关 竹炎
。 ,

2
.

多数工种手工操作多
,

关节活动频紧
,

而且

负重大
,

体位不 良
。

多年不断地对某些关 竹过度使用

可导致关节损伤并发展 为关节炎
。

本调查女工关货炎

多表现在远端 J旨间关节
,

这可能是女性关 竹炎发病高

于男性的原 !习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