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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接铅女工对子代影响及追踪观察

景德镇市劳卫职防所(3 3 3 0 0 0 )胡观风 黄卫群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胡筱 风 承厚怒

铅对生殖系统及其对子代的影响
,

近年来国内外 0
.

o s m g /m 3 。

有所报道
,

但有关陶瓷行业铅影响的有关资 料 尚 不 对照组为 11 7例健康无铅接触史的产妇
,

年龄 20 ~

多
。

本文包括 ( 1 )用我国新建的铅侧定质量控制体系 3刁岁
,

平均 2压
.

74 岁
。

83 %为初产妇
。

对 5 2例陶瓷颜料铅接触产妇血铅
、

脐血铅及乳汁铅和 1
.

1
.

2 方法和调查内容

n 7例健康无铅接触产妇血
、

脐血
、

乳汁中铅含量为对 在分娩前用一 次性注射器采静脉血 2m l
,

断脐时

照进行侧定
。

( 2 )对 19 86~ 19 88年已作前期调查 (分娩 取胎儿端脐血
,

乳汁为三天 内的初乳
。

容器经硝酸液

和出生时 ) 的研究对象作追踪观察
,

在前期原接触组 浸泡处理洗净后备用
,

取样和标本运输过程中均避免

中母子追踪43 对
,

原对照组中追踪 39 对进行血中铅含 污染
。

两组母子血铅均采用原子吸收法测定
。

血铅标

量侧定
,

及其子女健康状况的调查
,

以观察陶瓷颜料 样 由巾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职业病研 究 所 提

低浓度接铅女工对子代的影响两个部分
。

现将测定观 供
。

并按其要求对血铅作质量控制
。

乳汁铅参照血铅

察情况报告如下
。

质控方法进行
。

1 对象
、

方法与结果 1
.

1
.

3 调查结果

1
.

1 52 例陶瓷颜料铅接触和 1 17 例无铅接触产妇 血
、

1
.

1
.

3
.

1 接铅组与对照组母血
、

脐血
、

乳汁中铅含量

脐血
、

乳汁中铅含量的测定 测定结果见表 l
。

经统计学处理
,

接铅组 母 血
、

脐

1
.

1
.

1 对象 血
、

乳汁铅含量均高 于对照组
,

t 值分别为 6
.

3叭

接铅组 52 例
,

为陶瓷颜料彩 绘工种的产妇
,

年龄 2 0 5
.

3 6和 3
.

2 7
,

P < 。
.

0 01 和 P < 0
.

01
,

有极显著性差

一 3 0岁
,

平均 2 4
.

6 5岁
,
9 0 %为初产妇

;
接铅工龄 l ~ 2 9 别

。

年
,

平均 4
.

8年
。

彩绘车间空气中铅浓度为 0
.

0防一

裹 1 两组 母血
、

脐血
、

乳汁铅含量 ( “ m ol / )L

母 血 脐 血 乳 汁

接铅组 对照 组 接铅组 对照组 接铅 组 对 照组

样本数 ( 护之) 5 2 1 1了 5 2 1 1 7 5 2 1 1 7

均数 ( X ) 1
.

3 9 1
.

0 3 一 2 0 0
.

` 6 0
.

1 1 o
.

o a

标准差 (S D ) 0
.

3 5 0
.

竺9 0
.

2 7 0
.

2 7 0
.

0选 0
.

0 4

最小 值 。
.

8 , 0
.

3 9 o
.

a 0
.

3 1 0
.

0 5 7 0
.

0 3

最大值 2一 4 一 8 3 1
.

7 8 1
.

6 8 0
.

2 5 6 0
.

2 1 6

中位数 1
.

3 3 0
.

9 9 1
.

1 3 0
.

9 4 0
.

1 1 0
.

0 8 6

第 95%位数 1
.

9 9 1
.

6 0 1
.

7 1 2
.

5 1 0
.

1 5 0
.

1 4 5

几何均数 1
.

2 9 0
.

9 2 1
.

1 3 0
.

87 0
.

1 0 0
.

0 7

1
.

1
.

3
.

2 两组母血
、

脐血
、

乳汁三指标铅含量的相关

关系如表 2
。

两组三指标 (母血
、

脐血
、

乳汁 ) 间均 呈 正 相

关
,

P < 0
.

0 0 0 5
。

有极显著性 意义
。

1
.

1
。

3
。

3 接铅组母血
、

脐血
、

乳汁中含铅值与工龄关

系见表 3
。

1
.

2 原接触组母子血铅及子代健康追踪调查

1
.

2
.

1 迫踪原接触组母亲 43 人 (血铅测定 3了人 )
,

平均

年龄 2 9岁 ( 2遵一 2 5岁 )
,

工龄 z ~ 2 1年
,

平均 了年
。

其子

女男性 27 名
,

女性 16 名 (血铅测定 43 人 ) ,

年龄 3 ~

6 岁
,

平均 4
.

8岁
。

追踪原对照组母亲 39 人 (血铅测定

3 2人 )
,

平均年龄 3 0岁 ( 2 3一 4 1岁 )
,

其子女男性 2 6

名
,

女性 23 名 (血铅测定 38 人 )
,

年龄 4
.

8一 5
.

9岁
,

平均 5
。
3岁

。

1
.

2
.

2 迫踪原子女组健康状况调查内容包括喂养史
、

体格发育
、

智能
、

血铅测定及 X 线摄片
。



1 0 2

表 2 两组 母血
、

脐血
、

乳汁铅含量的相关关系

组别 例数 相关系数

1
`ó吕OJ,J00ōbQùO曰一ón己6

只甘

. .

…
`

O八.0000
勺峪t了,曰t̀

,t̀`口0. .11勺,上ó勺,̀

1人诵 .上1五

丹 血与脐血

脐血与乳汁

母血与 乳汁

接 铅组

对 照 组

接 铅 组

对照 全}t

接铅组

对 照组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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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调查结果

1
.

2
.

3
.

1 喂养史
: 4 3 例接铅 子女母乳喂养 37 人占

86 %
,

断乳时间平均 1 3个 月 ( 8 一 18 个 月 )
,

人工喂

养 6 人占 14 %
。

3 9例对照子女母乳喂养占89
.

7%
。

1
.

2
.

3
.

2 子女体格发育及智能
:

测量儿童体格发育形

态指标评价使用 1 9 3 5年中 国九市儿童身长
、

体重的衡

量数值为标准
,

以我省通用六级标号法进行评价
,

结

果见表 4
。

两组无显著差 别
。

智能使用绘人测验
,

测

表 3 接铅组母血
、

脐血
、

乳汁含铅值与工龄关系

工 龄 ( 年 ) 例故 母 血 脐 血

“

mo l/ L (范围 )

乳 汁

l ee

5 ~

] o ee

1 5~

3O

1 if

4

2

1
.

3 3 ( 0
.

8 9~ 2
.

0 1 )

1
.

4 1 ( O
。

9 6 ~ 2
.

1 4 )

1
.

7 2 ( 0
.

9 8~ 1
.

9 9 )

1
.

6 0 ( 1
.

3 9~ 1
.

8 1 )

.

15 ( 0
.

8 ~ 1
.

7 5 )

.

2 2 ( 0
.

8 8~ 1
.

7 8)

.

4 5 ( 0
.

8 1 ~ 1
.

7 1 )

.

3 7 ( 1
.

3 0~ 1
.

4 3)

0
.

1 1 ( 0
.

0 5 7 ~ 0
.

2 5 6 )

0
.

1 1 ( 0
.

0 7 7 ~ 0
.

1 8 2 )

1 3 ( 0
.

0 8 ~ 0
.

1 8 8 )

1 1 ( 0
.

0 9~ 0
.

1 2 )

表 4 两组子代身长
、

体重发育评价

组 别 例数 较差 中下 中 中上 良好 未枪

接铅子女 4 3 5 1 7 8 10 2 1

% 1 1
.

63 3 9
.

6 1 8
.

6 2 3
.

3 4
.

G 2
.

3

对照子女 3 9 5 1 7 11 4 1 1

;` 1 2
.

8 4 3
.

6 2 8
.

2 10
.

3 2
.

6 2
.

G

定结果
:
接铅子女 31 人

,

智商均 数 为 99
.

59
,

对 照 1
.

2
.

3
.

3 两组母子血铅测定结果
:
见表 5

。

子女 32 人
,

智商均数 为 9G
.

5 9
,

两 组相比
,

t
= 0

.

8 6
,

由表 5 可见
,

原迫踪接铅与对照母子血铅均值有

P > 0
.

0 5
,

差 别无 显著什
。

显著性差别 `P < 0
.

01 )
。

表 5 迫踪原接铅与对照组母子血铅含量 (拼m ol / L )

母 血 铅 子 血 铅

例数 范围 均数 标 准差 例数 范 围 均数 标准差

叮山-a,JÒ

:
八
ù
八é

月络勺J户沙000。̀

…
,人n.内」

.
10妇只ù,曰

:
接铅组

对照组

37 0
.

6 5 wt 2
.

2 2 1
.

礴1

3 2 0
.

4 2 ~ 1
.

7 9 0
.

9 7

4
.

6 6

< 0
.

0 0 1

::
4 3 0

3 8 0

3 8~ 1

3 2~ 1

< 0
.

0 1

1
.

2
.

3
.

4 子女骨X 线摄片
:

40 例原追踪接铅子女胫胖

骨干箭端有明显铅沉着 (铅线 ) 者 9 人
,

另 3。例原迫

踪对照子女骨摄片未见骨铅沉积表现
。

2 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对接触高浓度铅对女工及其子

代的健康影响己较肯定
,

现关 注 的是低浓度长期接触

的作用
。

本研究在严格质量控制条件下
,

对 52 例彩绘

接铅女工在分娩时测定其母血
、

脐血及乳汁 中 铅 含

量
,

并以 1 17 例同样样本作对照
,

可见接铅组母血
、

脐血
、

乳汁铅含量均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01 和 P <

0
.

0 1) 有极显著性差别
,

表明彩绘女工长期在低浓度

接铅环境中作业对子代有显著影响
。

铅可从母体经胎盘及乳汁传递给子代 已有文献报

道
.

本文测定 5 2例接铅产妇和 117 例健康无铅接触产

妇结果显示两组母血铅与脐血铅的相关系 数 分 别为

0
.

98 和 0
.

91
,

母血铅与乳汁铅均呈正相关
,

母血铅高
,

脐血铅也增高
,

说明铅能通过母体的胎盘传递至胎儿

体内
,

并能经乳汁传递给子代
。

母亲体内铅蓄积对子

代健康的影响
,

在本文血铅与工龄关系中可见随工龄

的增长
,

体内铅的蓄积增 多
,

若以 1
.

2 IZ m of / L (2 5尸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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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 )作为 儿童铅吸收的血铅闭限
,

本组卜 1
.

2 “ m ol / L

者有 23人
,

占 4 4
。
2 3%

,

其中 1 0 名新生儿脐血铅 )
、

1
.

44 拼m ol / L ( 30 “ g/ id )
,

呈过量铅吸收状态
,

值得引

起关 注
。

为了解母体铅负荷对子代的后期影响
,

本文对 已

有前期调查的研究组作追踪观察
,

在前期原接触组中

迫踪43 对
,

对照组 39 对
,

追踪结果可见其母子血铅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前期母血铅 > 1
.

96 “律 of / L者
,

由于

1 0 3
·

分娩后尿铅不高
.

故嘱调离工 作
,

用 自然排铅处押
,

以后 因工 厂管理不善
,

又有个体作业
,

故未能完全脱

离铅作业 , 为此
,

对血铅仍高者
,

必须进行 驱 铅 治

疗
。

4 3例接铅子女与对照组子女在体格发育及 智能方

面未见明显差别
。

40 例接铅子代 X 线骨摄片见胫胖骨

千能端有铅沉积 (铅线 ) 者 9 例
,

30 例对照子代未见

上述骨骼改变
,

以上结果均 显示彩绘女工机体铅负荷

对子女的后期影响是存在的
。

农药作业工人癌症流行病学调查

湘潭市职业病防治所 ( 4 1 1 101 ) 胡正兴

湖南 农药厂卫生所 宋润 江

关于农药作业工人 的癌症发生情况
,

日前国内很

少报道
。

为 了探索农药作业工人的癌症死亡情况
,

探

讨其癌症发生 人群的职业特点
,

特组织本次调查
。

1 对象与方法

选择湖南农药厂 1 9丁0年 1 月 1 日至 1 9 7 4 `f ] 2 ]J 3 1

日在册且工作满 1 年 以上的男性生产工人 (包 括 在

职
、

退休
、

调离
、

死亡 者 ) 为观察组
,

共 544 人
;
另

选择条件类似的湘 潭电机厂和 湘潭市二机厂的 955 名

男性机械加工工 人为对照组
。

回顾性地观察 197 5年 1

月 1 日至 1 9 9 0年 12 月 3 1 日的死 亡数及死 因
。

将观察队列划分为砷制剂
、

有机磷
、

有机氯 三个

接触组
,

凡接触砷工龄 1 年 以 l三的均划入砷制剂组
,

其他调查对象按其在 197 5年以前 从事最 长年限的工种

划入另两个接触组
。

2 结 .

在 5“ 人观察队列中
,

实查 5 33 人
,

失访率 2
.

0 2%
。

全队列在 16 年观察期间
,

共死亡 41 人
,

其中因癌症死

亡 18 人
,

占全死因的 4 3
.

9%
。

所有死亡者均经县级以

上 医院诊断
,

其中癌症死亡者均取得 I ~ I 级诊断依

据
。

在 18 例癌症死亡者中
,

肺癌 n 例
,

与对 照 组 比

较
,

全队列全癌虽有超出 ( S R R = 1
.

65 ) ,

但无统计学

差异 , 肺癌有较大超出量
,

S R R 二 3
.

14
,

P < 0
.

01
。

不 同接触组癌症死亡分析显示
,

除砷制剂组肺癌有显

著性差异 ( S R R = 8
.

33
,

P < 。 .

0 1) 外
,

其他各接触

组的全癌
、

肺癌虽有超出
,

但均无统计学意义
,

见下

表
。

观 察 组 癌 症 死 亡 分 析

全 队 列 砷 创 荆 有 机 价 有 机 抓

一一一
- 一~ ~ ~ ~ -~

死 因 观察数 预期数 S R R 观察数 预期数 S R R 观察数 预期致 S R R 观察数 预 期数 S R R

4 1

1 8

1 1

4 1
.

2

1 0
_

9

28
.

3

7
。

9

0
.

8 524100065全死因

5 3
_

1 4二 5

1
.

8

0
.

6

1
.

4 6 1 0 8
.

1

2
.

7 8 3 1
.

2

8
.

3 3二 2 0
.

3

1
.

2 3

( 2
.

5 0 )

( 6
.

6 7 ) 4 2
.

6 ( 1
.

5 4 )

痛痛肺全

二 P < 0
.

0 1

3 讨论

以前国内外关于矿 山
、

冶炼等接砷工人肺癌高发

的报道较多
。

本调查表明砷制剂农药生产工人的肺癌

亦有较高的超出
,
了例砷作业死 亡者中

,

癌症就占 5

例
,

且全部为肺癌
,

肺癌粗死亡率达 67 2
.

9 5 l/ 0万
,

另

有 1 例死于肺心病者
,

生前亦有黑色痣恶变病史
。

砷

作业工人肺癌与湘潭市 1 9 75
、

1 9 8 6年男性肺癌合计死

亡率比较
,

亦 显示较大超出
,

S R R
二 5

.

56
, P < .0 0 1

。

5 例砷作业工人肺癌按其部位分
:
周围型 2 例

,

.
卜央型 3 例

。

组织类型为
:
腺癌 3 例

,

瞬癌 1 例
,

未

分化癌 1 例
。

砷作业工人肺癌是否有其好发部位和组

织类型特点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