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实验 、 流行病学和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硅藻土粉

尘对动物及人有一定的危害作用 , 甚至引起尘肺。 根据寿命

表法计算的结果并考虑到我国生产和经济的实际情况 , 建议

车间空气中含游离二氧化硅在 10%以下的硅藻土粉尘最高容

许浓度的卫生标准为 10mg/m3 , 含游离二氧化硅在 10%以上的

硅藻土粉尘最高容许浓度卫生标准为 2mg/m3

8　建议标准的可行性

据我们调查生产和使用硅藻土的企业和征求企业主管部

门的意见 , 他们一致认为:进行车间空气中硅藻土粉尘卫生

标准的研究 , 很有现实意义 , 必将对改善劳动条件 , 保护工

人健康起到推动作用。 他们认为 , 此项研究在动物实验 、 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 方法是可靠的 ,

结果是可信的 , 所用监测方法也是可行的 。 《标准》 立足我国

国情 , 充分考虑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和防尘力量的现状 , 并参

考国外标准 。当前硅藻土在工业上使用面广 、 用量大 、 接触

人数多 , 对工人健康有一定程度的危害作用。 如果不加强治

理 , 后果是严重的 , 从我国生产技术和防尘设备力量来看 ,

加强综合防尘措施 ,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是可以达到建议标准

10mg/m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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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HOP含量的测定及其对氟中毒诊断的意义

张树球　农　嵩　李朝敢　黄受宪

　　广西桂林和百色两地的两个化工厂 , 用萤石矿 (含 CaF2)

作原料生产氟化盐 (冰晶石), 供电解铝厂等使用 , 一厂 (第

1 组)投产 6 年 , 二厂 (第 2 组)投产 3 年。在生产过程中 ,

高温化学反应 、 制盐 、 干燥等车间 , 氟污染浓度超过环保标

准 (11mg/m3)。 为调查接触者体内组织被氟毒害情况 , 我们

于 1998年 5 ～ 6 月抽检第 1 组生产车间 (一线工人)31 名 、 第

2 组 35名 , 对照组 (第 3 组)23 名 , 用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比

色法测定尿羟脯氨酸 (HOP)含量和用氟离子电极法测定尿氟

(F-)含量。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测定方法与取样

1.1　测定方法

尿液羟脯氨酸的测定 , 尿中羟脯氨酸主要以多肽形式存

在 , 先用盐酸加热 (124～ 126℃)水解形成游离的羟脯氨酸 ,

再用氯胺 T 氧化成吡咯类化合物 , 然后与对二甲氨基苯甲醛

作用生成红色化合物 (100℃, 2min 显色), 在 560nm 下比色测

定〔1〕。尿氟测定 , 用氟离子电极法测定〔2〕。

1.2　样品

取晨尿作为测定样品 (尿比重校正)。抽检两个生产氟化

盐厂的车间一线工人 , 年龄 22 ～ 40 岁 , 从投产以来 (一厂从

1992年上半年 、 二厂 1995 年上半年)一直都在车间上班 , 每

天三班制 , 每班接触车间空气 8 小时 (宿舍区远离厂区 7～ 8

公里), 第1组31人 , 第2组3 5人;另取当地某单位2 0 ～ 2 5

　　作者单位:533000百色　广西右江民族医学院

岁青年职工 , 不接触毒物 , 但食品供应 、 饮水等条件基本相

同 , 作为对照组 , 第 3 组 23人。

2　结果

2.1　三组工人HOP含量和尿氟含量测定

表 1　三组工人尿 HOP含量比较 μmol/ L

组　别 n x±s P值

第 1组 31 576.98±303.22 (1):(2)　P<0.01

第 2组 35 386.00±213.41 (2):(3)　P<0.01

第 3组 23 266.90±93.85 (1):(3)　P<0.01

表 2　三组工人尿氟含量比较 μmol/ L

组　别 n x±s P值

第 1组 31 179.71±151.60 (1):(2)　P<0.05

第 2组 35 116.86±78.96 (2):(3)　P<0.01

第 3组 23 16.53±8.95 (1):(3)　P<0.01

　　表 1 所示 , 三组互相比较 , 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 P <

0.01 , 且第 1 组尿羟脯氨酸明显高于第 2 组。表 2所示 , 第 1、

第 2 组尿氟与正常组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 P <0.01。

第 1 组明显高于第 2组 , P <0.05。两种指标基本上成比例升

高。

2.2　两组尿 HOP高于正常者 (266.89±93.85)μmol/ L , 〔3〕和

尿氟高于正常者 (≥158.10μmol/ L)比较

·157·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99年第 12卷第 3期　　



表 3　两组尿HOP和尿氟高于正常者人数比较

组别
被检
人数

尿HOP 升
高人数

占总人数
%

尿氟升
高人数

占总人数
%

两项同时
升高人数

占总人数
%

　 　第 1组 31 21 67.7 11 35.5 10 32.3

　 　第 2组 35 12 34.3 11 31.4 6 17.1

　　表 3所示 , 第 1 组被检者尿羟脯氨酸和两项指标同时升高

人数均多于第 2组 , 而尿氟升高人数基本接近。

3　讨论

3.1　正常对照组尿羟脯氨酸测定结果平均值为 (266.90±

93.85)μmol/ L 〔(34.98±12.30)mg/ L〕 , 与白秀玲和钱小毛报

道的结果接近 〔分别是 (31.28 ±12.6)mg/ L 和 (29.88 ±

12.39)mg/ L〕〔3〕。说明用对二甲氨基苯甲醛反应比色法测定羟

脯氨酸结果是稳定可靠的。

3.2　两组工人尿 HOP 和尿氟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01。本次测定的两组被检者均为生产一线 、 年龄 40 岁以下

的中青年 , 因此工作性质 、 环境条件 、 年龄等基本相同 , 有

可比性。一厂周围山坡上的草木很多已枯死 , 二厂有少量枯

死 , 大多尚存活青绿。进入厂区 , 一厂烟尘较大 , 刺激气味

也较二厂浓。被检工人尿氟和 HOP升高 , 是由于氟污染空气 ,

长期吸入引起体内氟含量升高所致。

3.3　第 1组被检者HOP明显高于第 2 组 , 第 1 组超过正常者

占67.7%, 第 2 组为 34.3%;HOP 和尿氟两项指标同时超标

者第1 组占被检者 32.3%, 第 2 组占17.1%。此结果提示一厂

尿HOP升高比二厂明显。

羟脯氨酸是体内胶原蛋白分解的产物 , 约一半来自骨胳 ,

50%从尿排出。有人发现严重的氟中毒 (氟骨症)时尿中 HOP

排出明显增加 , 而轻度氟中毒时尚有争论〔4〕。 本次测定结果

表明 , 两组尿 HOP和尿氟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同时第 1 组又

高于第2 组。体内 (特别是骨胳)积蓄的高氟可促进胶原蛋白

分解加快 , HOP增加 。随着吸氟时间延长 , 体内积蓄的氟量

也增加 , 胶原的破坏也愈严重。第 1组投产时间为 6 年 , 第 2

组为 3 年 , 因此第 1组的吸氟时间长 , 体内含氟量大 , 尿 HOP

较高 , 超标人数也较多。 同时说明尿 HOP 测定可作为氟中毒

早期诊断的一项有参考价值的生化指标 , 特别是氟骨症早期 ,

X线无法作出诊断的情况下可提供参考。

3.4　目前尿氟测定对氟中毒的诊断意义已被公认〔5〕。 但是 ,

尿氟反映近期的吸氟量 , 波动较大 ,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

本次测定中 , 尿 HOP 升高者尿氟同时升高 , 第 1 组占 HOP 升

高者的 47.6%, 第 2组占 50%, 而仍有约一半尿 HOP升高者 ,

尿氟水平正常 , 不能用一时的尿氟正常来否定组织受损情况 ,

相反 , 也有部分尿氟升高者 , 尿 HOP属正常的 , 可能说明这

些人骨组织尚未破坏。因此 , 两项指标同时测定 , 可提高氟

中毒诊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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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防尘毒工作有益于环境保护

高成城　程艳君

　　由于历史和技术等原因 , 沈矿集团公司在六七十年代采

用的防尘防毒设施多为旋风除尘器和轴流排毒罩等 , 把尘毒

排放到厂房外。以原铸铁分厂为例 , 密闭振动落砂机产生的

大量粉尘被排放到厂房外 , 严重地污染了环境。 当时 , 测得

厂房外两个烟囱排放口粉尘浓度为2 947.4 ～ 4 361.7mg/m3。在

集团公司领导重视下 , 1981 年投资十万元安装了 3 台布袋除

尘器 , 使粉尘浓度下降到 4.9 ～ 8.2mg/m3 , 使劳动条件得以改

善 , 自然环境得到了保护 。同时也节约了水电 , 提高了生产

　　作者单位:110042　沈阳矿山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效率。而减速机制造总公司磨刀室是 70 年代安装的旋风式除

尘器 , 由于年久失修 , 跑 、 冒严重 , 厂房外粉尘浓度 17.8 ～

42.6mg/m3 , 同时噪声超标 (78 分贝), 严重污染了居民生活

区的环境。因此 , 被迫封闭停用 , 造成不良后果。

我们呼吁有关法规亟待颁布。凡是有排尘 、 毒设备的单

位 , 应设专职或兼职人员 , 负责维修与保养;每年应有一定

数额的防尘 、 毒拔款 , 并做到专款专用。

(收稿:199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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