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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例职业性布病治疗前后临床及有关检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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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 T 正常值 60 %

1 例以肺部炎症求治
。

在这 18 例患者中
,

同时有肝功

能异常者 7 人
,

占总病人的 39 %
;
心 电图异常改变 8

人
,

占4 4%
。

肝脏受损者治疗后转归较快
,

不同于传

染性肝炎
,

治疗时患者亦未脱离生产岗位
。

以上特点可能与职业有关
。

如接触原毛的工人尤

其是选毛工
,

其生产环境中羊毛尘飞扬
,

经呼吸道感

染的机会较多
;

冻干菌苗生产则可能因空气污染而受

到污染
。

这种损害是长期的慢性接触所致
。

故临床表

现为非典型性
,

很易被忽视
。

2
.

3 防治上的新问题 ( 1 ) 城镇从事畜 产 品加 工人

员的布病源于农牧区的畜间疫情
,

故城镇职 业 感 染

性布病患病情况可成为评价布病防冶效果的一个重要

辅助指标
。

( 2 )从事布鲁氏菌苗生产工人的劳动防护

不容忽视
。

事实上
,

患病与否和接触菌量 有 相 当 关

系 ; 弱菌苗即可引起内脏病理改变已
一

早有报道
。

职业

性布病的感染特点之一可能就是多次接触病原菌
。

因

此从布病防治角度必须从理 论上改变管理观念
,

才能

保障劳动环境的安全和工人身体健康
。

乡镇荧光灯厂汞作业劳动卫生学调查
上虞县卫生防疫站 ( 31 2 30 0) 连碗芬 何鸿山

198 约三以来
,

我们对某灯泡厂 (甲厂 )
、

某电光

源厂 ( 乙厂 ) 开展了系统的动态劳动卫生调查
,

以了

解不同接触水平的生产工人的汞毒性反应
,

探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为现行车间卫生标准的验证作参考
。

急躁易怒
、

好哭和性格改变等表现之一 者
,
三颤指手

和 /或舌
、

眼睑的细小震颤 ; 尿汞大于 o
.

o Zm g / L
,

判断为尿汞偏高
。

汞中毒及汞吸收由市职业病诊断小

组诊断
。

内容和方法

乍间空气汞浓度测定 每年对排气
、

注汞
、

接脚

等汞 {{于业车问进行定点呼吸带空气采样
.

用 F 732 型测

汞仪 分析
。

1
.

2 健康监护 观察对象为排气
、

注汞
、

接脚 等汞作

业车间的工人
。

按全国五种毒物普查 方法 ( 1 9 80 年 )中

汞 作业工人健康检查的要求进行
,

每年体检一 次
,

取

二次 以上晨尿用测汞仪测定尿汞
。

选择无汞作业史的

1 18 名工人为对照组
.

其年龄
、

工龄与接触组相似
。

观察指标
:

神衰症候群指头 昏
、

无 力
、

睡眠障碍

和记忆 力减退等症状中仃三项者
; 口腔炎指齿酿易出

血和 牙舰充血
、

水肿或 1[ 腔 粘膜溃疡若
;
精神症状指

2 结果与分析

甲
、

乙两厂始建于 70 年代
,

主要生尹
:

各种型
一

号的荧

光灯管
。

工艺流程主要有
:
割管 ) 水洗、 烘干 )

_

l二粉

, 烤管、 卷粉 , 封 口 ) 注汞
、

接脚 、 排气
一
套头

一

*
灼

头 ) 老炼 ) 检验
。

年用汞量约分别为 3 0 0和 1 8。公斤
。

2
.

1 车间空气汞 浓度测定结果 甲厂检测 5个车和j 3 8

个样品
,

平均浓度为 0
.

0 1 4了m g /m
3 ,

超际率为 1 3
.

2%
;

乙 J一检 测 4 个车间 25 个样况
; ,

平均浓度 为 o
.

05 8m g /

m
3 ,

超标率达 9 2
.

0 %
,

各年份检测结果见表 1
。

2
.

2 健康监护

2
.

2
.

1 尿汞检测结果 甲
、

乙两 厂尿 汞偏商检出率分

别为 9
.

2%和 4 6
.

5%
,

差 异有显著性 ( P < 0
.

005 )
,

见表

表 1 1 9 8 8~ 19 90 年甲
、

乙两厂车间空气汞浓度 (m g / lrr 3 )

1 9 8 3 1 9 8 9 1 99 0

样品效 浓度 (范围 ) 超标率 ( ;` ) 样品数 浓 度 (范围 ) 超标率 ( % ) 样品数 浓度 ( 范围 ) 超标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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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Q6 9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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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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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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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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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QO ) 87

0
.

0 15 9 ( 0
.

0 0 2~ 0
.

1 4 Q ) 1 0
.

0
.

0 7 6 7 ( 0
.

0 C7 ~ 0
.

2 4公 ) 9 0
.

0
.

0 2 1 6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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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2 1 ) 2 8

0
.

C 4 2 7 ( 0
.

C I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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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度甲
、

乙两厂尿汞偏高检出率的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尸

甲 厂 乙 厂

体检人数 尿汞偏高数 检 出率 ( % ) 体检人数 尿汞偏高数 检出率 ( % )

八ó .a一bJ叹勺U勺̀
80101 9 8 8

1 9 89

1 9 9 0

9 2

4 8

5 5 ::
`

:
合计 1 9 5

甲
、
乙两厂比较

* . P < 0
.

OQS

2
。

对照组尿汞含量均小于 0
.

o 50 mg / L
。

未见工龄与

尿汞偏高的检出率有明显的联系
,

见表 3
。

2
.

2
.

2 体检结果 甲
、

乙两厂间工人的神衰症候群
、

口腔炎的检出率差别有显著性 ( P < 0
.

0 5 )
,

两厂与对

照组比较
,

其中毒征象出现率差别均有显著意 义
,

见

表 4
。

2
.

2
.

3 尿汞偏高与中毒征象出现率之间无平行 关 系

见表 5
。

表 3 工龄与尿汞偏高关系

工 龄 检查人数 尿汞偏高数 检出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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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甲
、

乙两厂汞中毒征象的比较

神衰症候群
检查人数

箱神症状 三 颤 l[ 腔炎

例数 例数 % 仁)故 例数

甲厂

乙厂

对照

3 2

2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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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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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7二

9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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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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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尿汞偏高与中毒征象关系

尿汞含 欣

(m g / L )

神衰症候群 精神症状
例数

三 触 口腔 炎

例数 例数 例 数 例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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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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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调查
,

甲
、

乙两厂汞 吸收的检出率分别为
5

.

6% 和 2 5
. `%

,

差别 有 显 著 性 ( x s = 2 9
.

1
,

p <

0
.

0 05 )
,

无汞中毒病人检出
。

3 讨论

调介结果表明
,

尿汞偏高检出率与车间空气汞浓

度有关
,

并随车间空气汞超标率的增加而提高
,

呈明

显的剂纪
一
反应关系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内近期

汞吸收的情况
。

但尿汞偏高与接汞工龄
、

中毒征象间

无平行关系
,

说明尿汞含量仅与现场近期空气中汞浓

度有关
,

可作为反映工人所在现场的汞接触和监护诊

断的指标
,

与有关报道一 致
。

职业性汞接触亚临床表现主要是神衰综合症
,

其

出现率与接汞水平
、

接汞工龄有关
,

本调查与之 一致
。

当甲厂车间 空气中汞浓度 在 。 .

0 0 6 9 ( 0
.

002 一

。
.

0 4 7) m g / m 3 时无尿汞偏高者 检出
,

汞浓度达到

0
.

0 1 5 9 ( 0
.

0 0 2一 0
.

1 4 0 ) m g / m
, 日」尿汞偏高检 出率为

1 6
.

7%
,

随着 空气汞浓度进一步增决尿汞偏裔检 出率
、

汞中毒征象出现率随之提高
。

由此认为
,

我国观行
一

乍

间空气中汞浓度标准 。
.

ol m g / m , 是可行的
,

工人 在

此浓度下工作是安全 的
。

( 本文承荣本站杜永芳和省职防所张锐武两位 lPJ 上 任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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