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6 9 9年第 9卷第 4 期
·

2 2 3
·

·

调查报告
·

氯化高汞接触女工生殖机能流行病学调查
浙江省嘉兴市卫生防疫站 ( 3 1 4 0 01) 孙晓楼 李陆明 姚爱玲 巴爱萍 郑黎 明

浙江省嘉兴市电池厂医务室 张凤金

我们于 1 9 94 年应用职业流行病学的方法
,

研究氯 根据职业史统计女工进厂接触氯化高汞 1 年后的有效

化高汞对接触女工的月经
、

妊娠过程和妊娠结局可能 妊娠次数及各生殖危害指标的发生率及相对危险度

造成的效应及其程度
,

为防护和控制职业危害
、

保护工 ( R R )
、

95 % 可信限 ( 95 %CI ) 和归因危险度百分 比

人及其子代的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

(A R P )
。

1 对象与方法 2 结果

1
.

1 调查对象 2
.

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嘉兴市电池厂调浆
、

涂层车间接触氯化高汞工龄 本次调查氯化高汞接触女工 63 名
,

平均年龄

一年以上的已婚女工为调查对象
;
以 当地不接触氯化 31

.

3士 5
.

。 (岁 )
,

平均工龄 9
.

1士 6
.

3 (年 ) ; 对照组 80

高汞及其他已知的生殖危害因素而其他条件基本相似 名
,

平均年龄 32
.

1士 5
.

2 (岁 )
,

平均工龄 10
.

2士 6
.

1

的食品厂 已婚女工为对照
。

(年 )
。

所选对照组和接触组的年龄
、

文化程度的构成虽

1
.

2 调查内容 有些差异
,

但无统计学显著性
,

二组平衡
,

有可比性
。

本调查由专业人员根据当年车间职工名单在老工 2
.

2 车间空气中氯化高汞的浓度

人的带领下
,

按预先设计的调查表内容逐项询间与记 该厂生产锌锰电池
,

生产流程中加浆
、

配浆
、

涂层

录女工本人及其丈夫的一般人 口统计学指标
、

嗜好史
、

工种接触抓化高汞
,

但无金属汞接触
。

表 1 为厂方近几

生育史
、

疾病史
、

职业史以及女工的月经史
、

生育史和 年用 Y Y G
一
ZA 冷原子荧光测汞仪所测的车间空气中

孕期患病
、

服药
、

X 线照射史等危险因素
。

月经史与生 总汞浓度换算成氯化高汞浓度
。

调浆
、

涂层车间采集样

育史参考职业流行病学调查中名词解释与统一
。

品 32 个
,

其中有 8个样品超标
,

超标率为 25 %
,

最高

1
.

3 统计分析 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0
·

lm g / m
, ) 3

.

55 倍
。

调查资料经认真核对后按我国现行推荐的方法
,

表 1 车间空气中氯化高汞浓度值 ( m g / m
3 )

车 间 样品数 测定值范围 几何均值 ( lg X士 19 5) 超标率 (% ) 最高超标倍数

调浆 1 9 0
.

0 0 1一 0
.

1 4 0
.

0 0 6 0 j
.

7 7 9 1士 0
.

5 5 5 2 ) 1 0
.

5 3 1
.

4

涂层 1 3 0
.

0 0 5 ~ 0
.

3 5 5 0
.

0 5 1 8 虑
.

7 1 4 1士 0
.

7 0 4 3 ) 3 0
.

7 7 3
.

5 5

2
.

3 尿汞检查结果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0
.

02 m g / L )
。

血汞检查 14 人
,

测

表 2 为厂方 1 9 8 7一 1 9 9 5 年间用测汞仪所测的接 定值 范 围 为 1
.

0 ~ 4
.

0拌g / l o o m l
,

均值 为 1
.

5 6拌g /

触工人尿汞含量
。

由表可见
,

部分汞接触工人尿汞含量 1 0 0m l
。

表 2 抓化高汞接触工人尿汞测定值 ( m g / L )

年 度 受检例数 测定值范围 ( m g / L ) 几何均值 (l g 又士地)S 超标例数 %

1 9 8 7 1 7 0
.

0 0 6~ 0
.

1 0 8 0
.

0 1 1 4 ( 2
.

0 5 5 2士 0
.

2 8 3 3 ) 4 2 3
·

5

1 9 88 7 6 0
.

0 0 1一 0
.

0 4 8 0
.

0 0 7 2 (百
.

8 5 9 2士 0
.

5 3 3 2 ) 1 6 2 1
.

1

1 9 8 9 8 0
.

0 0 4 ~ 0
.

0 4 0
.

0 1 8 4 (酉
.

2 6 4 1士 0
.

3 3 9 7 ) 4 5 0
.

0

1 9 9 3 3 0 0
.

0 0 1 ~ 0
.

0 6 0
.

0 0 4 1 ( 3
.

6 11 7士 0
.

51 7 7 ) 3 1 0
·

0

氯化高汞接触组尿汞测定 17 人
,

尿汞含量超过国 围为 1一 2陀 / l o o m l
,

均值为 1
.

2 5陀 / l o o ml
。

家卫生标准 5 人
,

占 2 9
.

4 %
,

血汞测定 4 人
,

测定范 2
.

4 回顾性生殖功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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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门 氛化高汞对接触女工月经的影响 接触组女 2
.

4
.

2 抓化高汞对女工妊娠经过的影响 接触组女

工月经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月 工妊娠合并恶阻和先兆流产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经异常的表现以痛经为最显著
,

而经期异常的发生率 差异有显著性
。

而妊娠合并贫血和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虽也高于对照组
,

但差异无显著性 (表 3)
。

的发生率虽也高于对照组
,

但差异无显著性 (表 4)
。

表 3 抓化高汞对接触女工月经的影响

组别 调查人数 月经异常例数 月经周期异常例数 经期异常例数 经血过多例数 痛经例数

接触组 6 3 4 4 ( 6 9
.

8 4 )
. ’

8 ( 1 2
.

6 9 ) 1 0 ( 1 5
.

8 7 ) 1 1 ( 1 7
.

4 6 ) 3 4 ( 53
.

9 7 )
“ `

对照组 8 0 2 9 ( 3 6
.

2 5 ) 8 ( 1 0
.

0 0 ) 5 ( 6
.

2 5 ) 1 3 ( 1 6
.

2 5 ) 1 5 ( 1 8
.

7 5 )

R R 1
.

9 2 7 1
.

2 7 2
.

5 4 1
.

0 7 2
.

8 8

9 5写C l 1
.

4 0~ 2
.

6 6 0
.

5 1~ 3
.

1 8 0
.

9 1~ 7
.

0 5 0
.

5 5 ~ 2
.

0 8 1
.

7 3 ~ 4
.

7 9

A R P 4 8
.

1% 2 3
.

1% 6 0
.

6% 6
.

9% 6 5
.

3%

注
:

括弧内数字为百分率

表 4

组别 调查人数

二 尸 < 0
.

0 1

氛化高汞对接触女工妊娠合并症的影响

妊娠次数 妊娠恶阻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接触组

对照组

6 3 8 3

8 0 1 2 0

2 7 ( 3 2
.

5 3 )
份 .

妊娠贫血

8 ( 9
.

6 4 )

5 ( 4
.

1 7 )

4 ( 4
.

8 2 )

先兆流产

( 6
.

0 2 )

4 ( 3
.

3 3 ) 0 ( 0 ) 0 ( 0 )

8
.

3 1 2
.

0 3

9 5% C l 3
.

0 6 ~ 2 2
.

5 3 0
.

70 ~ 5
.

9 1

A R P 8 9
.

8% 5 6
.

7%

注
:

括弧内数字为百分率
` ·

尸 < 。
.

01
,

尸 < 。
.

05

2
.

4
.

3 氯化高汞对接触女工妊娠结局的影响 接触

组女 工 足 月产例 数 明显 低 于对 照 组
,

低体 重 儿

( ( 2
.

sk g )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显著性
,

其他诸妊娠结局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表 5 )
。

表 5 抓化高汞对接触女工妊娠结局的影响

组别 调查人数 妊娠次数 足月产 过期产 自然流产

接触组

对照组

6 3 8 3 50

8 0 1 2 0 9 4

( 60
.

24 )
份 .

8 ( 9
.

6 4 )

早产

7 ( 8
.

4 3 )

4 ( 3
.

3 3 )

2
.

5 5

1 8 ( 2 1
.

6 9 )

死胎死产

2 ( 2
.

4 1 )

( 7 8
.

3 3 ) ( 2
.

5 0 )

3
。

8 6

1 9 ( 1 5
.

8 3 ) 0 ( 0 )

低体重儿

6 ( 7
.

2 3 )
`

1 ( 0
.

8 3 )

1
.

4 8 4
.

8 0

9 5% C l 1
.

0 5 ~ 1 4
.

1 1 0
.

7 7 ~ 8
.

4 4 0
.

8 3~ 2
.

6 6 1
.

3 5~ 1 8
.

4 4

A R P 7 4
.

1% 6 4
.

5% 2 7
.

0 % 8 8
.

6%

注
:

括弧内数字为百分率 二 尸 < 。
.

01
`

尸 < .0 05

3 讨论

关于抓化高汞的生殖毒性
,

国内外研究甚少
,

仅有

动物实验提示具有生殖危害
。

国外有人在研究中发现

一次性给金黄色仓鼠 10 m g k/ g 的抓化汞
,

动物卵泡成

熟受阻
,

排卵数 目减少
;

金黄仓鼠在动情周期 (4 天 )

内每天摄入 l m g 抓化汞 (相当于 l o m g k/ g )
,

组织病理

学检查见下丘脑 弓状核改变
,

并伴有垂体 F S H 及 L H

含量的改变
。

国内有人研究发现抓化高汞对大鼠的胚

胎具有毒性作用并引起胎盘病理性改变 ; 摄入抓化汞

的大鼠的血汞
、

胎盘汞
、

卵巢汞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胎

盘汞含量随血汞的升高而升高
,

大鼠受孕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
。

但抓化高汞对人类生殖影响报道少见
。

本研究

通过对抓化高汞接触女工生殖流行病学调查
,

发现接

触汞女工的月经异常表现与异常妊娠结局的发生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
,

接触组女工的月经异常
、

痛经
、

妊娠恶

阻
、

低体重儿的相对危险度可分别高达 1
.

9 27 (l
·

40 ~

2
.

6 6 )
,

2
.

8 8 ( 1
.

7 3一 4
.

7 9 )
,

8
.

3 1 ( 3
.

0 6~ 2 2
.

5 3 ) 和

7
.

6 2 ( 0
.

9 2 ~ 6 1
.

6 7 ) ; 归因危 险度 百分 比 分别 为

48
.

1%
,

65
.

3 %
,

89
.

8%和 88
.

6 %
,

有统计学差异显

著性
。

因此
,

为保护工人及其子代的健康
,

应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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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高汞对接触女工的生殖危害
。

本次调查中抓化高

汞接触女工的经期异常
,

妊娠合并贫血
、

妊娠高血压综

合征
、

早产
、

死胎死产的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虽无显著

性差异
,

但应高度重视
。

为控制汞的职业危害该厂进行

工艺改革
,

目前 已生产无汞电池
。

对氛化高汞接触女工

的生殖危害有必要作跟踪观察
。

(本文经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研组薛寿征教授指导
,

特此致谢
。

)

(收稿
:

1 9 9 5一 1 2一 2 9 修回
:

1 99 6一 0 3一1 8 )

接触氯甲甲醚工人健康状况 的随访报告

徐麦玲
`
唐桂芬

,
刁文雄

,

蔡海娣
,

抓甲甲醚 (C M E ) 是人体致癌物已被肯定
。

本文

对某厂接触 C M E 工人进行 了回顾性调查
,

以观察

C M E 对人体的危害和改善生产环境
、

限制接触工龄在

防病中的积极作用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1 对象

某厂 1 9 5 8一 1 9 9 4 年接触 C M E 后离岗或在岗工

人共 2 73 七
,

其中男 1 93 名
,

女 80 名
;
有吸烟史者 92

名
,

均为男性
。

其中 1 9 8 1 年及以前上 岗工人 190 人

(以下称甲组 )
,

年龄 3 3~ 6 7 岁
,

平均 4 5
.

7 4士 8
.

7 3 岁 ;

1 9 8 1 年后上岗工人 83 名 (以下称乙组 )
,

年龄 18 一 50

岁
,

平均 28
.

88 士 8
.

17 岁
,

二组工人构成情况见表 1
。

裹 1 二组工人性别
、

吸烟
、

工种分配和工龄构成情况

总人数 男 女 吸烟者
岗 位 专业工龄 (年 )

甲组

乙组

操作

1 9 0 1 3 0 6 0 6 5 14 0

8 3 6 3 2 0 27 6 5

保养 0 ~ 5 5 ~ 1 0 1 0 ~

1 1 4 5 1 2 5

7 7 5 1

1
.

5 5 9 5 0
.

0 7 2 9

) 0
.

0 5 ) 0
.

0 5

3
.

5 6 8 9 2 9
.

7 4 5 5

> 0
.

0 5 < 0
.

0 0 1

护尸

1
.

2 方法

1
.

2
.

1 了解该厂 1 9 8 1 年前后生产工艺和环境污染情

况
。

并对 自 1 9 8 1年起开始建立的体检资料进行整理和

分析
。

1 9 9 4 年体检时
,

部分工人接受肺功能测定
。

1
.

2
.

2 肺功能测定 采用日本产 C h es t 2 9 8 型肺功能

测量 仪
。

检查 项 目
:

肺 活量 ( V C )
、

用 力肺 活量

( F V C )
、

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 F E V
I

.

。
)

、

F E V
I

.

。

占

F V C 的比值 ( F E V
I

.

。

/ F V C ) 等
。

V C 或 F V C 占预计

值% < 80 %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 ; F E V
I

.

。

F/ V C <

7 0% 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 二者兼备为混合性通气

功能障碍
。

1
.

2
.

3 用 F
o x b a se +

数据库系统对上述数据进行统

计
,

扩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

2 结果

2门 该厂自 1 9 5 8 年开始生产 C M E
,

1 9 8 1 年前为开

放式
,

热风干燥
,

手工操作
;

车间空气 C M E 测定浓度
,

最高达 4 1 1 8m g / m
, ,

平均 9 6
.

1 4 士 1 1 2
.

9 9 m g / m
, 。

7 0

年代末开始生产工艺改革
,
1 9 8 1 年后生产过程呈密闭

式
,

管道输送物料
。

近年来生产过程中采用微负压措

施
,

基本无跑
、

冒
、

滴
、

漏
,

车间空气 C M E 浓度偶而

> 3 0m g /m
3 ,

平均 1 3
·

1 2士 6
.

5 5m g /m
3

。

一9 5一年起将长

期接触工人逐步调离 C M E 岗位
,

除分析
、

试验工种
,

大部分工人接触工龄限制在 3~ 5 年
。

故甲组工人的专

业工龄非常明显长于 乙组工人 ( P < 。
.

0 0 1) (表 1 )
。

2
.

2 甲组工人中已有 n 人死亡
,

其中 6 人为在岗工

人 ; 4 例为肺癌
,

1 例为肺炎
,

另 1 例为肝癌
。

该 5 例

肿瘤患者的专业工龄 8~ 20 年
,

平均 1 4
.

4士 4
.

6 年
。

另

5 例离岗后死亡的病例中
,
1例患肝癌

,

1 例患胃癌
,

余

3 例死于内科疾病
。

乙组工人至今尚无肿瘤发生
,

也无

因其他疾病死亡者
。

1
.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职业病科 ( 2。。 0 4的

2
.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

3
.

上海树脂厂保健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