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6　煤矿井下工人 ( 1992— 1994年 ) 去除

3种死因后 Fulfillment指数 (% )

年龄 肺心病 煤工尘肺 工伤

15～ — — —

20～ 0. 0 0. 0 100. 0

25～ 0. 0 5. 1 49. 3

30～ 0. 0 14. 1 42. 7

35～ 0. 0 8. 4 24. 8

40～ 0. 0 4. 1 37. 4

45～ 0. 0 10. 2 30. 0

50～ 0. 0 9. 9 4. 9

55～ 5. 0 10. 1 0. 0

60～ 7. 8 11. 2 0. 0

65～ 8. 0 7. 3 0. 0

70～ 7. 6 8. 4 0. 0

75～ 5. 7 4. 3 0. 0

80～ 5. 1 6. 2 0. 0

3. 3　煤矿井下工人去除各种死因后的 Fulfillment指

数提示 , 循环系统疾病是引起中老年井下工人死亡的

主要死因之一。其中 ,心脏病对 35岁至 45岁年龄组井

下工人的寿命影响较大 ; 恶性肿瘤也是造成中老年井

下工人死亡的主要死因之一。恶性肿瘤中 ,以肺癌和胃

癌较为突出。 其中由于肺癌死亡的占恶性肿瘤死亡的

23. 57% , 由于胃癌 死亡的占 恶性肿瘤 死亡的

20. 71%。这可能与城市环境污染、 井下粉尘中含有多

种致癌物 [3]、 井下工人长期吸入和吞咽煤尘及饮食不

规律等原因有关 ;呼吸系统疾病 ,尤其是煤工尘肺对各

年龄组井下工人的寿命均有一定的影响 ; 消化系统疾

病和肺心病在老年井下工人死亡中占有一定比例。 提

示可能与长期从事井下作业有关 ; 井下工伤事故是造

成青年井下工人死亡的主要死因。 应进一步加强井下

安全管理和井下青年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 , 以减少事

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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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汞对甲状腺激素的影响

李　松　皮静波　孙贵范　吕秀强　陆春伟　刘淑兰

　　近年来 ,汞对内分泌器官 ,特别是对甲状腺功能的

影响受到人们重视 ,但是所报结果尚不一致。本研究选

择长期接汞工人 ,重点测定甲状腺激素含量的变化 ;并

同时对大鼠进行染汞实验研究 , 以探讨无机汞对甲状

腺激素合成、 分泌产生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 1　人群调查

选择荧光灯制造厂的接汞工人 95名为汞暴露组 ,

车间空气中汞浓度连续近 5年的测定范围为 0. 0084

～ 0. 110mg /m3 , 平均 0. 040mg /m3 , 高于国家标准

( 0. 01mg /m3 ) 4倍。对照组为同一地区某机械厂工人

85名。 两组年龄、 性别及工龄等无显著差异。

1. 2　动物实验

采用由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健康雌

性 Wistar大鼠 ,体重 170～ 190克。饲养条件: 温度 18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 110001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李

松、 皮静波、 孙贵范 ) , 中国医科大学癌症预防检测中心 (吕

秀强、 陆春伟、 刘淑兰 )

～ 21°C,相对湿度 45% ～ 55% ,饲料由动物中心提供 ,

自由饮用自来水。正式染毒前饲养 1周后 ,按体重随机

分为 4组 ,每组 6只。 即空白对照组、低剂量组、中等剂

量组、高剂量组。 染 HgCl2剂量分别为 0. 75, 1. 50和

3. 0 mg /kg体重。 将分析纯 HgCl2以生理盐水溶解 ,腹

腔注射 ,每周 1次 ,实验期为 5周 ,对照组注射生理盐

水。

1. 3　检测指标及方法

( 1) 三碘甲腺原氨酸 ( T3 )、 甲状腺素 ( T4 ) 和促

甲状腺激素 ( TSH)的测定: 工人采取空腹静脉血 ; 大

鼠眶内取血 , 分离血清 , 分别测定工人血清 T3、 T4和

TSH的浓度及大鼠血清 FT3、 FT4和 TSH的浓度。均

应用放射免疫法 , 放射免疫药盒由中国原子能科学院

提供。

( 2)汞的测定: 大鼠血及甲状腺用硝酸和高锰酸甲

消化提取汞 ,气化还原法测定 (应用 MV-253R型无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1. 4　统计分析

应用 W P-486计算机 , SA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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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和i2检验。

2　结果

2. 1　人群调查

接汞工人血清 T4浓度达 ( 119. 83± 41. 8) ng /m l,

显著高于对照组 ( 99. 38± 28. 4) ng /ml(P < 0. 01) ;两组

间 T3和 TSH均未见显著差异。 以血清 T3含量 >

2. 5ng /ml, T4含量> 150ng /ml为异常。 比较 T3 , T4异

常率表明 ,接汞工人 T4异常率达 15. 8% ,显著高于对

照组 4. 7%。 但 T3异常率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2. 2　动物实验

大鼠全血和甲状腺中的汞及血清中 FT4 , FT3和

TSH含量见表 1。结果表明 ,三个剂量组血汞及甲状腺中

汞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且汞含量随染汞剂量的提高

而升高。染毒组血清 FT4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且随染汞剂

量的增加而降低 ,并与甲状腺中汞浓度成负相关 ( r=

- 0. 817)。 FT3和 TSH在 3个剂量组中均无明显改变。

表 1　大鼠全血、 甲状腺中汞含量及血清中 FT4、 FT3和 TS H含量的比较 ( x± s)

分组 血汞 ( ppm) 甲状腺汞 ( ppm) FT4 ( pm ol /L) FT3 ( ng /ml) TSH ( nlu /ml)

对照组 0. 75± 0. 19　 0. 93± 0. 34　 4. 65± 1. 02　 3. 11± 0. 62 3. 01± 1. 17

低剂量组 1. 14± 0. 10* 2. 50± 0. 37* 1. 11± 0. 54* 2. 95± 0. 58 2. 94± 0. 72

中剂量组 1. 29± 0. 17* 3. 55± 0. 35* 0. 75± 0. 27* 2. 87± 0. 94 2. 92± 0. 91

高剂量组 2. 23± 0. 51* 4. 41± 0. 34* 0. 41± 0. 17* 3. 05± 0. 47 3. 18± 0. 58

　　* 和对照组比较 P < 0. 05

3　讨论

汞中毒及长期接触汞蒸气的工人易出现震颤、 情

绪不稳等症状 , 使人们联想到可能与甲状腺功能改变

有关。 Fribe r等在汞暴露工人的调查中已发现 ,接汞工

人甲状腺肥大率和吸碘率明显增加 , 且与汞性震颤和

甲状腺功能改变有关 [1]。以后又相继有报导汞可使甲

状腺机能亢进 ; 有人则提出抑制 , 尚有调查认为无影

响。本研究选择长期暴露于较高空气汞浓度 ( 0. 04mg /

m3 ) 的工人为观察对象 , 重点测定了血清 T3、 T4及

TSH的水平。结果表明 ,接汞工人血清 T4浓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 , T4异常率亦高于对照组 ; T4增加程度则与

接汞年限有关 ,工作时间超过 6年的工人 T4浓度显著

高于短时间工作的工人。 血清 T3和 TS H含量及异常

率均无显著变化。

与工人调查结果相比较 , 不同剂量染汞动物 , T3

和 TSH都无明显改变 , 与人群调查相同。 FT4虽受影

响 , 但作用却与工人的相反 , 给予 HgCl2的动物 , FT4

浓度显著降低 , 这种降低与 HgCl2的剂量相关 , 即剂

量越高 , 血清中 FT4浓度越低 , 这一结果与国外报道

一致 [2]。最近 , 有人报告 HgCl2也能降低血清 FT3的

含量 [3, 4] , 但在本实验则未观察到此种变化。

我们还测定了血液和甲状腺中的汞浓度 , 并分析

了激素改变与组织中汞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甲状

腺是重要的无机汞蓄积器官 , 且这种积累与血中的汞

含量成正相关。 甲状腺激素改变与汞含量相关分析表

明 , 血清 FT4的改变与甲状腺中汞含量成负相关 (r=

- 0. 817) , 提示甲状腺中的汞积累是甲状腺激素改变

的重要原因。

T4的合成必需有碘 , 而将碘送入甲状腺细胞 (以

I-的形式 ) 必需有 ATP和 Na-K-ATP酶等的参与 ;

TSH则控制 T3和 T4向血液中的分泌。本研究未观察

到 HgCl2对 TS H的影响 , 因此 , 血清 T4含量下降可

能与其合成所必需的酶受到汞的抑制有关。 已有报道

表明 , 汞能抑制甲状腺 Na-K-ATP酶、 脱单碘酶和过

氧化物酶等的活性 [5]。本实验没有观察到 HgCl2对 T3

的影响 , 原因可能是由于大部分 T3是 T4在靶细胞中

代谢后产生的 [6]。可见 ,汞虽然影响甲状腺 T4的合成 ,

但可能对靶细胞中 T4的代谢没有严重的影响。

接汞工人血清 T4浓度升高 , 而染汞大鼠中 FT4

浓度降低 ,这一结果可能与接汞的化学形式、接触水平

或途径不同有关。许多研究已证实 ,汞对动物和人的毒

性很大程度依于汞化合物的形式 ,例如 , HgCl2能明显

抑制过氧化物酶 ,但甲基汞无此效应 ;接触汞蒸气的工

人通过呼吸所摄取汞的浓度比实验动物低得多 , 故 T4

水平增加也可能是甲状腺被低量汞蒸气刺激产生的代

偿反应 , 其详细的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4　参考文献

1　 Friber L and Vos tal J. M ercury in th e Envi ronmen t: an

epid emological and toxicological apprais al. Clev eland, O-

h io: Chemical Rubber Co. 1974, PP 1～ 15. 2

2　 Kaw ada J, Nishida M , Yashimu ra Y, et al. Ef fects of or-

ganic and ino rganic mercu rials on th yroid functions. J

Ph arm Dynamics , 1980, 3 ( 3): 149

(下转 49页 )

·26· 　　 Chinese J Ind Med , Feb　 1998, Vol. 11　 No. 1　　



无烟煤矿尘肺患病情况调查

肖方威　陈建超　葛毅榕　陈友田　陈家銮

　　为了调查无烟煤矿尘肺患病情况 , 我们选择了上

京矿务局两个煤矿进行调查 , 现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本文收集上京矿务局柯坑、后 1969— 1985年两

个煤矿作业工人 1 485名的历年职业性体验 X光片资

料 , 患病例数 , 剔除矿外接尘者罹患尘肺病例。井下劳

动卫生学资料 (粉尘监测数据及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1. 2　按国家 GB— 86尘肺诊断标准 ,对作业工人按不

同工种分类 ,分别统计尘肺病例 ,计算接尘工龄、发病

工龄 , 对不同工种尘肺患病率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作业场所劳动卫生学调查

粉尘测定 ,上京矿务局柯坑、后 两个煤矿 1969—

1978年未进行井下粉尘监测。据作业工人反映 ,井下作

业场所经常从事干式作业 ,粉尘浓度较大。1979～ 1985

年期间 , 井下 101个作业场所矽尘浓度为 0. 6～ 65mg /

m3 ,平均 7. 61mg /m3。107个煤尘作业场所浓度测定为 1

～ 205mg /m3 , 平均 20. 03mg /m3。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分析见表 1。

表 1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

组别
矽　尘

测定点数 x± s

煤　尘

测定点数 x± s

柯坑 8 19. 35± 9. 16 6 7. 37± 3. 99

后 8 31. 06± 13. 9 5 15. 02± 11. 73

作者单位: 365000　三明市职业病防治院 (肖方威、

陈建超、 葛毅榕 ) , 大田上京矿务局医院 (陈友田、 陈家銮 )

2. 2　尘肺患病情况

1969— 1985年进矿作业工人 1 485名 (每 1～ 3年动

态观察拍 X线胸片 ) , 其中掘进工 629人 , 检出矽肺 93

例 ,患病率 14. 79% ;采煤工 678人 ,检出煤工尘肺 69例 ,

患病率 10. 77% ; 混合工 43人 , 检出尘肺 2例 , 患病率

4. 65% ;辅助工 135人 ,未检出尘肺病。掘进工与采煤工

尘肺患病率比较 , 经统计学 u检验 , u= 2. 53, P <

0. 05。掘进工、 采煤工分别与混合工比较 , u分别为

1. 85, 1. 18, P> 0. 05, 无烟煤矿尘肺患病以掘进工最

高。

2. 3　不同工种工人罹患尘肺患者发病情况分析

93例掘进工矽肺平均接尘工龄 11. 67年 ,平均发病

工龄 15. 1年。69例采煤工尘肺患者平均接尘工龄 12. 1

年 , 平均发病工龄 15. 8年。2例混合工尘肺患者平均接

尘工龄 11. 6年 ,平均发病工龄 11. 6年。采煤工发病工龄

较短 , 可能与井下从事干式作业粉尘浓度较高有关。

3　讨论

通过对大田上京两个煤矿工人 16年动态观察 , 发

现从事井下作业的掘进工、采煤工、混合工均有尘肺病

发生 ,其发病工龄较短 ,以掘进工患病率最高 ,与采煤

工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目前煤矿大多数采用轮换

工制度 ,建议今后对脱尘工人要定期体检。南方煤矿为

无烟煤 ,以小煤矿多见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较高 ,对作

业工人危害较大 ,要求对接尘工人强制佩带防尘口罩 ,

以求阻止粉尘进入人体 ,这是一项投资少 ,见效快的捷

径。无烟煤矿湿式作业难度较大 ,除掘进工外 ,应在采

煤防尘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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