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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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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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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