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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铅对高原作业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

康海 丽 李建国

为了解高原低浓度铅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

我

们对青海省印刷行业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和健康检

查
,

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以海拨 2 3 0 0 米高原地区印刷厂拣字
、

排版
、

修版

工 12 1 名 (男 37 人
,

女 84 人 ) 为接触组
,

平均年龄 32

岁
,

平均接铅工龄 16 年
,

以这些厂不接触铅作业且其

他劳动条件
、

劳动强度基本相似的装订
、

检验工 (男 21

人
、

女 77 人 ) 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 33 岁
,

平均工龄 14

年
。

1
.

2 方法

对作业场所进行一般劳动卫生学调查及按国家标

准进行空气中铅浓度的测定
,

对工人体检内容包括职

业史
、

内科
、

口腔科
、

心电图以及血红蛋白
、

尿铅
、

尿

占
一

A L A
、

粪叶啦测定
。

2 结果

2
.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检查对象所在的拣字
、

排版车间均为 自然通风
,

工

作人员无任何个人防护设备
,

室内有湿式清扫制度
,

1 9 9 0 一 1 9 9 5 年作业场所铅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卫生标

准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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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场所铅尘测定结果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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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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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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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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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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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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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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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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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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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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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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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症状和体征

接触组的头痛
、

表 3

头晕等神经衰弱症状及食欲减退

等消化系统症状显著高于对照组
,

经丫检验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 (尸 < 0
.

0 5 )
,

见表 2
。

高
、

低血压
,

肝功
,

心

肺听诊异常率在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的症状比较

接触组 对照组
症状体征

— —
例 数 检出率 例 数 检出率

头 痛 3 0 2 4
.

7 9 1 2 1 0
.

1 2△

头 晕 4 3 3 5
.

5连 2 1 1 7
.

8 0△

记忆力下降 2 0 1 6
.

5 5 8 6
·

7 8△

疲 乏 无 力 3 2 2 6
.

4 5 1 3 1 1
.

0 2△

食 欲 减 轻 10 8
.

2 6 1 0
.

8 5△

腹 痛 1 0 8
.

2 6 0 0
.

0 0△

齿 眼 出 血 15 1 2
.

4 0 3 2
.

5 4△

△尸 < 0
.

0 0 5

2
.

3 实验室检查

接触组尿铅
、

尿 冬 A L A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二者

经 丫检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
.

0 1 )
,

血红蛋白降

低
,

接触组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 < 0
.

0 1 )
,

见表 3
。

实验室检查结果

血红蛋白降低

组 别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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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一0 9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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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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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诊断结果

对 121 名接铅工人经省诊断组诊断为铅吸收者

1 3 名
,

轻度铅中毒者 1 名
。

3 讨论

目前生产环境中高浓度铅所至急性中毒已属罕

作者单位
:

8 1。。 1 2 西宁 青海省职业病防治院

见
,

而长期低浓度铅接触对机体早期影响的研究平原

地区也早有报道
。

本次调查高原地区拣字
、

排版车间空

气中铅浓度为 。~ 0
.

o 4 8m g /m
“ ,

均未超过国家卫生标

准
,

但接触组工人症状和化验分析异常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
。

其中 13 例诊断为铅吸收
,

显示高原低浓度铅接

触对工人健康仍有影响
,

这与高原高海拔低氧环境有

关
,

因此我国车间空气铅尘浓度卫生标准 .0 05 m g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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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原地区的安全性尚需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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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矿山局部振动危害的比较

许 真 王菱芝 丁宏启 张云生 宋允荣

李德荣 张 素 张 秀芝 孙荣艳 张 艳 程海滨

振动对凿岩工的危害已为人熟知
,

但几种类型矿 为附近农民
,

个人没有接振史
,

家族史
、

生活习惯等都

山振动危害的比较报道不多
。

为此
,

我们对四种类型 与白指症状无关
。

17 个小矿山进行了专题调查
。

参考有关文献
,

分别计算各矿振动性白指累积发

1 对象与方法 病率
,

并与过去调查的某金矿资料进行比较
。

本次调查有铜矿 2 个
、

铅矿 6 个
、

滑石矿 2 个
、

硼 2 结果

矿 7 个
,

对 5 个矿中 17 名凿岩工分别记录一个工作 日 一个滑石矿和一个铅矿曾使用过 0 1
一
3。 凿岩机

,

实际接振时间
,

并测定了井下气温
。

17 个矿山中共有 自 1 9 7 3 年以来
,

各矿先后都使用 7 6 5 5 型凿岩机
。

由

凿岩工 15 9 人
,

对其中 1 39 人用冷水浸泡法进行了振 表 1可见
,

各矿均属
“
冷矿

” ,

岩石硬度差别较大
,

接

动性白指检查
,

受检率为 8 7
.

4%
。

受检工人进矿前均 振工时波动在 14 4一 1 9。 小时之间
。

表 1 各类矿井气温
、

岩石硬度
、

接振工时比较

矿类别 井内气温 ( C ) 岩石硬度 (F ) 人 日均接振工时 (分秒 ) 人年均接振工时 (小时 )

滑石 5

7~ 1 1

l 0

8
.

4

主要岩石名称

滑石
、

大理石

硼镁石
、

大理石

石灰石
、

铅矿石

矽嘎岩

l ~ 6

6~ 8

6~ 9

1 2~ 1 6

3 3
’

1 7
即

3 7 `
5 2

即

2 8
,
5 0

1)

3 6 , 4 7 ”

1 6 7

1 9 0

14 4

18 4

硼铅铜

由表 2 可见
,

铜矿振动白指患病率 ( 51
.

3 % ) 为滑

石
、

硼和铅矿的 3~ 4 倍
,

经 犷检验
,

尸 < 0
.

01
。

同时

铜矿的振动性白指潜伏期也 比其他矿短
,
尸 < .0 01

。

表 2 各类矿接振工人白指患病情况

矿类别 井凿岩工人数 振动性白指人数 ( 肠 ) 振动性白指平均潜伏期 (年 ) 凿岩工平均接振工龄 (年 )

l 7

4 l

3 7

39

合计

( 1 1
.

7 )

( 1 2
.

2 )

( 1 8
.

9 )

( 5 1
.

3 )

( 2 5
.

3 )

8
.

5士 3
.

5

5
.

4士 3
.

0

5
.

0士 2
.

1

3
.

2士 1
.

7

4
.

2士 2
.

5

7
.

9士 7
.

9

4
.

8士 2
.

9

3
.

9士 6
.

0

4
.

1士 2
.

5

4
.

8士 3
.

9

石滑硼铅铜

用寿命表法计算铜矿与滑石
、

硼矿
、

铅矿的振动性

白指累积发病率
,

结果铜矿的累积发病率明显高于滑

石
、

硼和铅矿 ( r ~ 3
.

4
,
尸 < 0

.

0 1) 某大型金矿与滑

石
、

硼和铅矿的振动性白指累积发病率很接近
。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四类矿山使用的凿岩机型号相同
,

开

始使用时间
、

接振工时
、

矿井气温
、

接振工龄等都很接

近
,

只有铜矿岩石硬度较高
。

因此
,

铜矿振动性白指患

病率高可能与岩石硬度高有关
。

作者单位
:
1 1。。0 5 沈阳 辽宁省劳动卫生研究所 (许真

、

王菱芝
、

丁宏启
、

张云生
、

宋允荣 )
,

丹东市职业病防治院
(李德荣

、

张素
、

张秀芝
、

孙荣艳
、

张艳 )
,

宽甸县卫生防疫站
(程海滨 )

铜矿振动性白指累积发病率进展速度明显高于金

矿
,

两者岩石硬度相近
,

金矿接振工时 (8 8
`
1 7 ,’) 高于

铜矿 ( 36
`

47
”
)

,

但两者凿岩机型不同
,

金矿以前用 0 1
-

30 型
,
1 9 6 6年以来用 Y T 24 型

,

铜矿使用 76 55 型
,

其

冲击功
、

频率
、

耗气量都比 Y T 24 型高
,

因此铜矿累积

发病率高
,

原因可能在于凿岩机本身
。

国际手传振动标准草案 (15 0 /D P 5 3 4 9) 以观察 25

年的人群振动性白指发病率低于 50 %作为确定剂量

标准依据
。

铜矿出现 50 %振动性白指发病率是在接振

后的第 4 年
,

金矿是在第 10 年
,

均明显少于 25 年
。

由

此推论
,

铜矿凿岩工所受振动剂量比金矿高一倍多
,

金

矿又比国际推荐草案高一倍多
。

据报道
,

用设计减振工具或限制工人接振工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