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32 0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 95年第 8卷第 5 期

死亡
。

讨论 该患 19 8 4年开始从事标牌的涂漆工作
,

将

油漆用工业用二甲苯
、

信纳水等按 2 : 1 比例稀 释 后

使用
,

每人每天用量 30 0iln 左右
,

车间面积约 70 m
, ,

为保持标牌清洁
,

车向密闭
,

曾因赶任务每天工作达

12 小时
。

工作后用信纳水洗手及擦洗工作台
,

无个人

防护
。

车间苯浓度超标
,

同工种 100 余人
,

多数有不

同程度神衰症状
,

因所在单位未对有毒作业工人进行

健康体检
,

只在该患发病后
,

先后介绍同工种 3 人来

我院住院
,

定期复查白细胞均低于 4
.

o x l 。 ,
/ L

。

该

患既住身体健康
,

198 8年正常分娩时验白细胞为8
.

40

x 10
’
/ L

。

另经调查
,

排除电离辐射及药物等其他 原

因所致白血病
,

故诊断为慢性重度苯中毒
,

急性非淋

巴细胞白血病 (M
: 。
)

。

苯及其代谢产物具有致白血病作用
,

长期接触可

发生各种类型白血病
。

由于机体的遗传以及其他方面

的差异
,

相同条件下接触笨的人群中白血病的发生机

会并不相同
。

尽管该例患者对此毒物敏感
,

但发现时

已属晚期
,

若能坚持对接苯工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

早期发现
,

可减轻其损害
。

职业性亚急性铅中毒并闭经 4 例报告

潍坊市人民医院职业病科 ( 2 61 0 41) 马惠兰 任永清 侯光萍 姜峰杰 李 斌

我科于 1 9 9 2年收治了 4 名职业性亚急 性 铅 中 毒

并闭经患者
,

其临床资料见下表

本文 4 例患者
,

从事铅作业 1 ~ 2 月 后 出 现 闭

经
,

同时伴有临床症状
。

由于缺乏劳动卫生知识
,

不

了解铅对人体的危害
,

继续工作
,

直至症状加重
,

不

能坚持工作而就诊
。

虽然专业工龄 5 ~ 8 月
,

但出现

铅中毒的临床表现已 4 ~ 6 月
,

与闭经时间基本相

符
。

在住院时经了解病史
,

临床观察
,

妇科会诊
,

可

排除妇科疾患 及其他原因引起的闭经
。

例 3 驭铅 3 个

疗程后
,

尿铅正常
,

仍闭经
,

给于 1 个月疗程人工月

4 例患者临床资料

例 年龄 专业工龄 主要 症状 月经史 闭经 时间 主妥体征 实脸室位查 诊断 班拍衬间

16 5 个月 头 痛
、

头晕
、

眼花
、

视物不清
、

乏力
、

岌痛
、

闭经

3 ~ 5

3 0
铅作

4 个 月

业后 1 个月

铅线 ( + ) 尿铅 i
.

7 i m m o V L 中 度 4 个疗程

贫 血貌 H b s sg /L 铅中毒

R B C 2
.

7 x i o l Z / L

2 1 7 6 个 月 头 痛
、

头 .
、

乏力
、

艘痛
、

每日稀便 3 ~

4 次
、

闭经

1一三二二
3 0

铅作
5 个月

业后 1 个月

贫血貌 尿怕 2
.

41 m m o l/ L 中 度 2 个疗程

H b 8 0g / L 铅中毒

R B C 2
.

7 x l o l Z / L

3 17 8 个月 头痛
、

头晕
、

乏力
、

腹隐痛
、

闭经

` 4

晶三晶
铅作

业后 2 个月

6 个月 尿铅 2
.

7Q m mo l/ L 轻 度 3 个疗程

H b 12 og / L 铅中毒

R B C 4
.

i x i 0 1 2 / L

i , 7 个 月 头浦
、

头晕
、

乏力
、

1 3三
.

二卫
.

嘴睡
,

闭经 2 5 ~ 3 。
铅作

5 个月

业后 2 个月

尿铅 2
.

4m m o l/ L 轻 度 2 个疗程

H b n Z g / L 铅中毒

R B C 3
.

6 x 1 O I , / L

经周期治疗
,

月经来潮
。

余 3 例随着驭铅治疗
,

尿铅

恢复正常
,

均月经来潮
。

4 例患者中 3 例 为 灌铅 粉

工
,

1例为装配操作工
,

作业点铅浓度分别为 0
.

7 85m g

/m ,和。
.

42 8m g /m 3 。

据资料报道
:

长期接触较高 浓

度的铅
,

对女工卵巢
、

内分泌有影响
,

同时也有卵巢

的病理变化
,

主要有积液
,

出血性改变
.

动物试验证

明卵巢的改变与接触铅的浓度有关
,

损害程度与铅浓

度成正比
。

本文 4 例患者均为乡镇蓄电池 厂 的 临 时

工
,

对于这类企业在抓劳动保护
,

改善作业环境
,

力

争达到国家规定的车间最高容许浓度的同时
,

还应按

规定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

及时发现 间题
,

及 时 处

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