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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合资荧光灯厂汞职业危害分析

陈世惠 江华丰

我们于 1 9 9 5 年 3 月对某中外合资荧光灯厂进行

了劳动卫生学调查及职业性健康体检
,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荧光灯生产接汞人员 50 人
,

男 16 人
,

女

3 4人 ; 年龄 1 9~ 5 2 岁
,

平均 3 3 岁 ; 工龄 1一 1 1年
,

平

均 4年
。

1
.

2 方法 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
,

采用冷原子吸收法

测定空气中汞浓度及尿汞值
,

并与合资前对比分析
。

2 结果

2
.

1 基本情况 该厂 1 9 9 3 年与外商合资
,

现有职工

67 人
,

1 9 9 4 年生产灯管 50 万支
,

每支灯管需注汞

1 5 Om g
,

其中约有 20 一 3 o m g 汞进入管内
,

其余未注入

管内的汞通过排汞道
,

经过滤塔排出车间
,

部分散发于

车间空气中
。

接汞作业与非接汞作业均在同一环境内
。

汞浓度
,

生产时所有测定点汞浓度均超标
,

停产时有 3

个点汞浓度超过卫生标准
,

见表 1
。

表 1 不同作业点空气中汞浓度 (m g /m
3 )

停 产 时 生 产 时
测定点

— —
均 数 超标倍数 均 数 超标倍数

办公室 一 一 0
.

0 27 1
.

7

洗 管 一 一 0
.

0 26 1
.

6

割 管 0
.

0 12
’

0
.

2 0
.

0 18 0
.

8

老 炼 0
.

0 1 3 0
.

3 0
.

0 3 9 2
.

9

质 检 0
.

0 1 0 0
.

0 0
.

0 59 4
.

9

排 气 0
.

0 1 4 0
.

4 0
.

0 73 6
.

3

2
.

3 尿汞检测 50 名接汞者尿汞均值为 0
.

1 7 4拌m ol /

L
,

超过正常上限值 0
.

1。如m ol / L 52 写
。

不同工龄分组

比较
,
1一 2年组尿汞偏高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2年以上

组 (尸 < 0
.

0 5 )
,

见表 2
。

2
.

2 空气中汞浓度 分别于生产和停产时采样测定

表 2 不同工龄尿汞值比较

> 0
.

1 0 0拌m o l / L

工 龄 受检人数
尿汞均值

(拼m o l / L )

0
.

22 9 ( 0
.

0 4 0一 1
.

2 6 1 )

0
.

10 5 ( 0
.

0 4 0 ~ 0
.

1 9 9 )

X Z

值 尸 值
人数

1一 2 年

> 2 年 :: :: 3
.

8 5 < 0
.

0 5

2
.

4 体检结果 50 名受检者中以头昏
、

头痛
、

乏力
、

记忆力减退
、

睡眠障碍等神衰征候群 ( 18 % ) 及口腔炎

( 3 4 % ) 最为多见
,

少数人出现肌肉震颇 (8 % ) 和手舌

展颤 ( 4 % )
。

按汞中毒诊断标准
,

诊断汞吸收 23 人
,

轻

度汞中毒 1 人
,

汞吸收以上检出率达 48 %
。

合资前后比较

1 空气中汞浓度 合资后各主要监测点空气汞浓

,Jl曰

度均高于合资前
。

3
.

2 职业健康监护 合资后受检率低于合资前
,

尿汞

偏高的检出率及汞吸收以上检出率均高于合资前 (尸

< 0
.

0 5 )
,

见表 3
。

表 3 合资前后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比较

受 检
总人数

—
汞吸收以上检出

人数

尿汞 > 0
.

1 0 0拜m o l / L

人数 %

1 6 1 7
.

58

2 6 52
.

0 0

人数

8 7
.

5 0

74
.

6 3

9
.

8 0

4 8
.

0 0

一
LOOJ已」4tJ0月匕11合资前

合资后

X Z

值
尸 值

4 讨论

4
.

6 7

<二0
.

QS

1 8
.

2 8

<〔 0
.

0 1

2 6
.

1 4

< 0
.

0 1

据报道
,

尿汞偏高的检出率
,

随接汞水平的增高而

作者单位
:
6 5 0 21 6 昆明 云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递增
,

其间呈明显的接触反应关系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体内近期有汞吸收增多的情况
,

尿汞与接汞工龄间并

无平行关系
。

我们按不同工龄分组比较
,

工龄 1~ 2 年

组尿汞偏高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2 年以上组
,

提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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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接汞工人受汞危害的影响较大
,

而该工龄组工人

均为合资后新到荧光灯生产线上的接汞工人
,

青年工

人居多
,

应引起重视
。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
,

该厂合资后职工总人数减少
,

工人劳动强度加大
;

新建生产线未经过
“
三同时

”

审批

就投入使用
;
二次污染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

空气中汞

浓度较高
,

汞职业危害较为严重
。

应采取有效的综合防

汞措施
,

设法降低作业场所汞浓度
,

同时亦应加强劳动

卫生监督管理和劳动保护的宣传教育
,

提高工人的自

我防护意识
,

减少职业危害
,

促进合资企业的健康发

展
。

(收稿
:

1 9 9 5
一 0 7

一

1 0 修回
:

1 9 95
一

1 0
一
2 5 )

权台煤矿 1 10 例尘肺发病情况的分析

陆仲 高 陈德田 丁明庆 李仁 昌 赵玉林

为了摸清权台煤矿尘肺的患病现状及发病规律
,

年普查一次
,

+0 及定期的尘肺每年复查一次
,

累计诊

以进一步加强尘肺病的防治工作
,

我们对建矿 35 年来 断尘肺 n o 例
,

均为煤工尘肺
,

其中 I 期 82 例
,

l 期

尘肺发病情况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23 例
,

l 期 5 例
。

死亡 31 例
,

现存活的 79 例
,

其中

1 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 I 期 61 例
,

l 期 16 例
,

l 期 2 例
。

1
.

1 权台矿于 1 9 5 9 年建成投产
。

建矿后一直采用水 1
.

3 以尘肺病例登记及历年尘肺普查登记表为基础

采
、

小阶段爆破采煤法开采
,
1 9 7 6 年以来采用高档普 资料

,

进行统计分析
。

产和综合机械化采煤
,

均为湿式作业
,

并加强一
“

通
”

2 结果与分析

三
“
防

” ,

目前作业面粉尘浓度煤尘为 1 2
.

gm g / m
3 ,

岩 2
.

1 检出率与患病率

尘为 6
.

o gm g /m
, ,

游离 51 0 2

含量煤尘为 .5 4m g /m
3 ,

岩 我矿尘肺阶段平均检出率为 14
.

16 %
,

尘肺患病

尘为 1 5
.

Zm g / m
, 。

率为 3
.

2 0写 (见表 1 )
。

1
.

2 1 9 7 0 年前未进行定期尘肺普查
,
1 9 7 1 年起每三

表 1 历年尘肺患病率与发病率

年份 接尘人数 累计病例 患病率 ( % ) 受检人数 新发病例 检出率

1 9 7 5 年以前 2 4 8 8 5 0
.

2 0 24 7 5 2
.

0 2

1 9 7 6~ 1 9 80 2 7 1 1 5 0 1
.

8 4 1 1 6 1 4 5 3
.

8 7

1 9 8 1~ 1 9 8 5 3 0 2 7 6 5 2
.

1 5 1 5 4 5 1 5 0
.

9 7

1 9 8 6~ 1 9 9 0 3 1 5 9 8 7 2
.

7 5 2 2 0 6 2 2 0
.

9 9

1 9 9 1~ 1 9 9 5 3 4 4 0 1 1 0 3
.

2 0 2 6 1 2 2 3 0
.

8 8

2
.

2 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 从表 2 可见
,

随着年代的推延
,

发病年龄逐渐增大
.

表 2 不同年代尘肺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 ` 士 : )

发病年龄 (岁 )

接尘工龄 (年 )

1 9 7 5 年前

4 6士 2
.

4 5

2 4士 4
.

3 6

1 9 7 6~ 19 8 0

4 8
.

2 9士 7
.

4 4

2 1
.

1 6士 6
.

7 2

1 9 8 1~ 1 9 8 5

4 9
.

2 0士 3
.

3 5

2 1
.

90士 4
.

2 9

1 9 8 6~ 1 9 9 0

5 5
.

8 0士 4
.

9 9

2 2
.

2 9士 5
.

4 3

1 9 9 1~ 1 99 5

5 9
.

5 1士 7
.

3 8

2 2
.

8 6士 6
.

64

2
.

3 工种与发病工龄

表 3

工种

见表 3
、

4
。

尘肺患者工种构成比及发病工龄

掘进 采煤 混合

例数

构成比 (% )

发病工龄 (年 ) (王士 , )

8 9

8 0
。

9

1 9
.

9 6士 6
.

4 0

1 l

1 0
.

0

2 7
.

6 3士 3
.

5 4

9

8
.

2

2 4
.

1 2士 3
.

2 5 2 1
.

2 2士 5
.

3 6

作者单位
:
2 2 1 0 0 6 徐州矿务局职业病防治院 (陆仲高

、

陈德田 )
,

徐州矿务局权台矿 (丁 明庆
、

李仁昌
、

赵玉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