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7　回收率

取含一定浓度锑的尿样 , 分别加入不同量的锑标

准液 , 然后进行测定 ,回收率在 99. 9% ～ 103. 6% , 见

表 4。

表 4　 尿样加标回收率

尿锑本底
(μg /L)

样
本
数

锑加入量
(μg /L)

锑测得量
(μg /L)

平均回收率
(% )

6 20. 00 20. 72 103. 6

45. 34 6 80. 00 81. 44 101. 8

6 160. 00 159. 70 99. 8

2. 8　方法准确度试验

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GBW　 0901人发 , 测定其

锑的含量。测定结果为 0. 209μg /g , 与给定值 0. 21μg /

g相符。

2. 9　尿样的保存

用聚乙烯瓶采集尿样后立即测定其比重 , 然后加

硝酸使其酸化 , 酸浓度为 1%。将样品分为三组于 4℃

保存 , 观察锑含量的稳定性 , 结果见表 5。

由此可见 , 上述酸化尿样贮于 4℃冰箱中至少可

保存二周。

　　表 5 样品的稳定性实验结果

第一组

第 1天 第 4天 第 14天

第二组

第 1天 第 4天 第 14天

第三组

第 1天 第 4天 第 14天

尿锑均值 (μg /L) 5. 22 5. 40 5. 17 16. 60 16. 20 15. 70 20. 44 19. 54 18. 64

相对误差 (% ) — 3. 4 1. 0 — 2. 4 5. 4 — 4. 4 8. 8

2. 10　方法现场应用

本方法应用于某工程塑料厂母粒料生产中接触三

氧化二锑的工人尿锑测定 , 锑浓度为 15. 1～ 94. 2μg /

L, 同时测定了非接触人员 30人尿中锑的含量 ( 0. 18

～ 9. 0μg /L ) , 均值为 3. 82μg /L。 接触组尿锑浓度明

显高于非接触人员。

本方法所采用的石墨管很关键 , 我们的体会是用

热解涂层石墨管为好 , 否则会影响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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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作业工人职业危害调查
包头医学院卫生系　　高　梅

海局矿务局总医院　　高　彤

　　本文对化工厂及自来水厂 218名氯作业工人进行

了健康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化工厂采用隔膜法制碱 ,主要原料为食盐 ,工序为

化盐、 电解、 蒸发、 干燥、 氯气处理和固碱合成。氯作

业工人年龄 18～ 45岁 ,平均年龄 31. 5岁 ,工龄 1～ 28

年 , 平均工龄 8. 13年 , 其中男 108人 , 女 110人。另

选不接触氯而条件相近的 220人为对照组 , 年龄性别

构成同接触组。

化工厂及自来水厂环境中氯测定均值均未超过标

准 , 仅个别情况下超标 1. 42～ 4. 84倍。结果表明长期

在这种较低浓度氯环境下工作可使工人发生程度不同

的神衰综合症 ( 41. 3% , 对照组 5% ) , 呼吸系统症状

( 45% , 对照组 8. 2% ) , 消化系统症状 ( 23. 4% , 对照

组 3. 2% ) , 皮肤粗糙、 痤疮 , 牙齿过敏、 牙齿酸蚀症、

心电图及 X线胸部检查异常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也有

显著意义。

(收稿: 1995-06-20　修回 199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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