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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同一作业环境下
,

铅作业工人的尿铅含量与在岗

吸烟
、

吸烟
、

饮酒以及刷牙习惯等四个因素有明显的

相关关系
。

本研究所示铅作业工人的饮酒程度与尿铅含量呈

明显的正相关
。

吸烟对铅作业工人尿铅含量的影响
,

至今未见报

道
,

本次调查的结果发现在岗吸烟对工人尿铅含量有

较为明显的影响
,

这与在岗吸烟工人对同一环境中铅

的接触量较不吸烟工人更多有关
。

而吸烟对作业工人

尿铅含里的影晌可能是在岗吸烟因素干扰所致
,

因为

工人的一般吸烟程度与在岗吸烟程度呈一致性
。

进入体内的铅可以通过各种排泄途径排出体外
,

经唾液分泌是一种排泄途径
,

唾液中的铅可以吸附在

口腔粘膜表面
,

尤其是齿组交界面
,

经常刷牙有利于

口腔内铅的排除
,

从而减少铅经消化道再吸收机会
。

本研究发现经常刷牙 的工 人尿铅水平明显低于不刷牙

者
,

并且刷牙 频度与尿铅含量呈负相关
。

铝作业者呼吸道摄氟对血浆钙
、

镁浓度的影响

宁夏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7 5。。。 4) 赵忠良 吴 南屏 高文华

我国工业炼铝采用电解熔态氧化铝 ( A l : 0 3 )法
,

在炼制过程中加入冰晶石 (Na
, A IF .) 和少量氟化镁

( N电F : ) 助熔
,

致使车间空气中有冰晶石
、

氟化铝
、

氟化钙
、

氟化钠
、

氟化镁等含氟粉尘
、

铝粉尘和氟化

氢气体等
.

本文测定了铝作业工人血清氟
、

血浆钙和

镁的浓度
,

初步探讨了呼吸道接触氟对血浆钙
、

镁的

影响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测试对象

在某铝厂选择从事铝生产的男性电解工 43 名
,

平

均年龄 3 3岁 ( 2 0 ~ 4 2 岁 )
,

平均工龄 1 3年 ( 3 ~ 2 2

年 )
。

另选不从事有毒有害作业
、

其他条件可 比的某

食品厂和饮料厂男工 17 名为对照
,

平均年龄 35 岁 ( 25

~ 4 9岁 ) ,

平均工 龄 1 5年 ( 3 ~ 2 6年 )
。

铝作业工人

组和对照组年龄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1
.

2 检测项目和方法

1
.

2
.

1 取血 所有被检工人于上午空腹肘静脉取血
,

分别注入两个试管
,

其中一管肝素抗凝分离血浆
,

另

一 管分离血清待测
。

1
.

2
.

2 血清氟测定 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

1
。

2
.

3 血浆钙测定 甲基百里酚蓝法
,

药盒为上海荣

盛生物试剂厂 出品
。

1
.

2
.

4 血浆镁测定 M
a g on 结 合显色法

,

药盒为伊

利康医学生物试剂厂出品
。

2 结.

铝厂工人血清氟浓度较对 照组 显 著 增高 ( P <

。 .

0 1)
,

血浆钙浓度较对照组显著增加 (P < 0
.

05 )
,

血

浆镁与对照组 比无显著差异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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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龄将铝作业工人分成四组
,

仅见血浆镁浓度

有随工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

工赞 ) 16 年组血浆镁浓

度显著高于工龄` 5 年组 ( P < O
。

0 5)
,

血清报和钙浓

度与工龄间未见相关
,

见表 2
。

3 讨论

氛是人体必须微量元素之一
,

但长期过且摄入会

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

引起慢性氛中毒
。

铝作业工人主

要经呼吸道接触高浓度氟化 物
。

本次侧试结果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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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龄组血奴
、

钙
、

镁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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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作业工人血清氟浓度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

但血清氛

浓度与工龄长短间未见相关
,

主要是因为氟进入机体

后蓄积在骨组织中所致
。

摄入过量氟化物对血钙影响的文献报道不
一 ,

有

血钙降低或无显著改变两种情况
。

在本次检测中
,

铝

作业工人血钙浓度虽在正常范围 ( 2
.

08 ~ 2
.

60
~

。
l/

L ) 内
,

但较对照组增高 ( P < 0
.

0助
,

与文献报道经

消化道摄过量氟结果不同
。

这究竟是因氟进入机体途

径不同所致
,

还是与机体同时经呼吸道接触氟
、

钙
、

铝有关
,

尚有待探讨
。

关 于氟与镁的关系
,

有文献报道
,

动物实验显示

镁可抑制肠道内氟的吸收
,

染氟大鼠血清 镁 降 低
。

国外有人对冰晶石作业工人血镁测试结果显示
,

血镁

在正常范围内
。

本次检测中
,

铝作业工人血浆镁浓度

较对照无显著改变
,

但按工龄分组后
,

血镁浓度似有

随工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

慢性锰中毒患者外周血琳巴细胞

染色体畸变及微核的观察

哈尔滨市职业病院 (l 5 0 0 80) 孔 繁朵 崔更芝 吴素云 白 伟

国内外有关资料表明
,

锰对细菌
、

酵母细胞
、

T `
染色

,

每例油镜下分析 1 00 个中期分裘细胞
,

畸变类

咙菌体有致突变作用
。

有人对锰作业者外周血淋巴细 型判定按 1 98 3年白求恩医科大学染色体放射损伤标准

胞微核率作了观察
,

发现接触锰的炼钢工和电焊制作 进行
。

工微核率均比对照人群增高
。

但对慢性锰中毒患者是 微核标本制备根据统 一的方法
,

一律采用外周 血

否有明显诱变作用未做全面分析
。

为此
,

木文对 3 4名 淋 巴细胞浓集法进行微核测定
。

每例于油镜 下 计 致

慢性锰中毒患者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体和微核的改变 2 0 0 0个胞体完整的淋 巴细胞
,

微核判定是 以微核与主

进行了观察分析
,

报告如下
。

核完全分离或偶切等为准
。

微核计数以千分率表示
。

1 对象和方法 2 结果

电焊引起的慢性锰中毒 3 4人
,

其中轻度 29 人
,

重 结果见表 1
、

o2

度 5 人
,

均为男性
,

年龄 3 9一 51 岁
,

接触年限 8 一 27 由表 1 可见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主要表现

年
,

接触锰尘 ( M n O妇 浓度为 0
.

0 28 一 0
.

61 m g /几 , 。

近 为染色单体型畸变明显
,

发生的畸变细胞数量较多
,

期未服任何可疑诱变药物
,

也未接触可能诱变的其他 而其结构畸变为少
。

经统计学处理慢性锰中毒的外周

化学及放射等因素
。

选择中
、

小学教师31 名作为对照 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比对照组 有 极 显 著 差 别

组
,

性别
、

年龄
、

教龄均与观察组有可比性
。

( P < 0
.

0 0 1)
。

从表 2 可见锰中毒组与对照组微核率有

染色体标本制备采用微量培养 烈小时
,

常规制片 非常显著差异
。

衣 . 观察组与对照组染色体畸变结果 比较

_ 染 _ 色 体 畸 变

总畸

变数

叻 变

细胞数

畸变细

胞率%

单微 双体微体断裂
组 别

观 察

例数 细胞数

观察组

对服组

3 4

3 1

3 40 0

3 10 0

15 2 8 2 16 2

3 3 0 0 3 3

19
。

4 0 < 0
.

0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