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检测方法不同 , 世界卫生组织 (WHO)提出的生

物接触限值为 30mg/L , 我国学者的建议值为 1mg/L ,

因此 , 应在充分研究职业接触 TNT的剂量-效应关系 、

规范检测方法的基础上 , 提出我国 TNT 接触者尿中

4A的生物监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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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毒防治·

乡镇蓄电池厂铅治理效果评价

顾玉芳　李卫萍

　　近年来 ,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 , 乡镇企业职业危害越来

越严重 , 乡镇蓄电池厂铅中毒屡有发生 , 已成为一个突出的

问题。现就某乡镇蓄电池厂铅污染治理情况阐述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995～ 1996 年该蓄电池厂车间空气铅浓度为治理前组 ,

1997～ 1998年为治理后组。治理前铅作业工人 63 人 , 平均年

龄36岁 , 平均工龄 9 年 3个月;治理后铅作业工人 46人 , 平

均年龄 38岁 , 平均工龄 11 年 1 个月 , 治理后 46 人均为治理

前的工人。两者具有可比性。

1.2　内容与方法

1.2.1　劳动卫生学调查　包括一般情况 , 防护措施和车间

空气铅浓度测定 (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1.2.2　尿铅测定　采取每人晨尿 , 用热消化双硫腙比色

法;

1.2.3　铅中毒 、 铅吸收诊断　以尿铅测定值为主要依据指

标 , 参考 GB11504—89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则》 综合诊断。

1.3　资料收集　嘉兴市卫生防疫站历年监督监测资料和职

业性体检资料。

2　结果与分析

2.1　劳动卫生调查

2.1.1　一般情况　该厂属村办小企业 , 1983 年与上海某厂

联营投产 , 生产蓄电池。企业领导 、 工人均为农民 , 文化素

质较低 , 缺乏安全卫生意识。生产设备简陋 , 都为手工操作。

车间系村学校改建 , 自然通风较差 , 又无机械通风装置。 治

理前 , 电解铅 (含铅量99.99%)年用量300 吨左右;治理后 ,

电解铅年用量 295吨左右 , 前后基本一致。

2.1.2　防护情况　治理前的 1995、1996 年无任何防护措施。

1997年开始综合治理 , 建立健全严格的卫生管理制度 , 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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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人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 提高企业领导卫生管理意识 ,

提高职工自我保护能力;缩短日工作时间 , 由原来 12 小时/日

改为 8 小时/日;删除超标严重的刮头工段(铅浓度高达

1.735mg/m3);控制熔铅炉温至多 400℃, 熔铅炉上方安装了抽

风排毒装置等措施。

2.1.3　治理前后车间空气铅浓度　由表 1可见 , 治理后样

品合格率比治理前提高了 4倍。

表 1　治理前后车间空气铅浓度测定结果　mg/m3

样品数

(份)
铅浓度范围 平均值

样品合格

数 (份)

合格率

(%)

治理前 14 0.020～ 1.735 0.475 2 13.33

治理后 12 0.0015～ 0.969 0.144 7 58.33

2.2　治理前后铅作业工人尿铅结果

表 2　治理前后铅作业工人尿铅值测定结果　mg/m3

受检人数 范　　围 平均值

治理前 63 0.039～ 1.239 0.161

治理后 46 0.015～ 0.495 0.062

　　t=2.75, P<0.01

由表 2 可见 , 治理前后铅作业工人尿铅平均值两者差异

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0.01)。

2.3　治理前后铅中毒 、 铅吸收发生率

治理前接触工人 63 人 , 铅中毒 25 人 , 发生率 39.68%,

其中 2 人中度中毒;铅吸收 8 人 , 发生率 12.70%。治理后无

铅中毒病人发生;铅吸收 10人 , 发生率 21.74%。

上述结果表明 , 抓好综合防治措施 , 能够有效改善乡镇

蓄电池厂作业环境铅污染 , 控制职业病的发生。因此 , 值得

企业借鉴。但铅危害的治理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 并做到常

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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