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 6, 7〕。 ( 2) O C反映成骨细胞的活性降低〔 5〕 ,是

否为过量氟化物造成 ,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中观察组血清 Ca、 Mg降低 , 与文

献报道一致〔 8〕 , 但 Cu、 Zn无明显变化 , 则与

其他报道不同。 Ca、 Mg的降低 , 可能与以下

原因有关: ( 1) 由于氟很活泼 , 因此考虑 Ca、

Mg下降可能与 F直接结合有关。由于 F元素

对成骨细胞的作用 , 促进骨钙化 , 有可能使体

内常量元素 Ca、 Mg在骨组织中超量沉积而导

致血清 Ca、 Mg浓度下降。 ( 2) F元素是否引

起肾脏 Ca、 Mg排泄的改变 , 是否引起甲状旁

腺激素 ( PT H)浓度改变而影响 Ca、 Mg代谢

均需进一步研究。

血清 ALP主要来自骨和肝脏。骨 ALP与

成骨细胞活性有关。在骨更新率增加的疾病如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绝经后骨质疏松等 , 都常

伴有血 ALP升高。本实验中 ALP值无显著变

化 , 提示长期氟暴露对骨更新速度无明显影

响。

本次调查提示 ,长期氟接触者可影响骨代

谢 , 主要为骨基质过度羟磷灰石化 , 可见血清

O C、 Ca、 Mg下降 ,但对成骨细胞活性及 PT H

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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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毒防治·

某厂铅危害调查

章媛英

　　蓄电池厂是我市一个半机械、 半手工操作的中型

企业 ,由于生产工艺落后 ,设备陈旧 ,铅吸收及铅中毒

病人不断检出 ,为此 ,对该厂铅危害进行了调查 ,报告

如下。

1　生产工艺流程

以报废铅极板为原料→冶炼→合金配料→板栅铸

造→浇铅球→铁末与烟煤→铅粉制造→铅膏制造 (原

料铅粉硫酸钡 )

松香粉→化成→极板分离→蓄电池总装→包

装。 　　　

2　现场监测与体查结果

　　作者单位: 330003　南昌市职业病防治所

　　在冶炼、 球磨、 熔铅、 搅拌、 包装等工序 , 铅烟及

铅尘浓度超标 44. 16～ 188. 60倍 , 超过 8倍以上占

42. 5%。其中铅冶炼工序污染最重 ,铅浓度超标 188. 6

倍。车间相互污染 ,包括职工办公室、食堂都受到污染 ,

而且铅浓度都超标。经职业性体查和尿铅、尿紫质、 δ-

ALA以及发铅等测定 , 在历年的 744人次的体检中 ,

检出铅中毒、铅吸收共 216人次 ,检出率 29%以上 ,最

高检出率达 52. 3%。 造成中毒的主要原因为设备陈

旧、防护设施不完善、铅浓度高 ,工人自我保护意识差

也是造成中毒原因之一。今后 ,应加强设备改造 ,改善

劳动条件 ,切实作好健康监护及环境监测工作 ,以保护

工人和全厂人员健康。

(收稿: 1998-06-01　修回: 199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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