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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口腔科空气汞和接汞医务人员调查结果表明:

汞胶束调和机调制银汞比手工调制能减少汞对环境污染和人

体危害 , 长期接汞者尿汞平均值和超标率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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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师使用银汞补牙中接触汞 , 如若使用不当可对机

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 为了解其危害程度 , 我们对青岛市8 家医

院口腔科医师进行查体;并对采用汞胶束调合机和手工调制

银汞的 2 家医院口腔科工作室空气汞进行了监测 , 现报道如

下。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青岛市8 家医院口腔科医师共65名为调查对象 , 工龄 1～

40 年 , 平均工龄 11.7 年;年龄 20～ 58 岁 , 平均年龄 34岁。

1.2　方法

1.2.1　空气汞测定　按 《新颁国家卫生标准汇编》 中 “车间

空气中汞的冷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方法 (GB/T16012-1995)” 选

取有代表性的 8个工作岗位 , 每个岗位至少采样 3 次 , 每次采

集平行样品 2个 , 在呼吸带高度采集空气汞进行测试。

1.2.2　尿汞测定　按 “尿中汞的冷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方

法———酸性氯化亚锡还原法” [ 1] , 采集未污染的尿样 65 份进行

测定。

2　结果

2.1　空气汞

在调查 8家医院中 , 有 1 家为汞胶束调合机调制银汞 , 其

余 7家均用手工调制银汞。手工调制的 7 家中日接诊病人有的

1 ～ 3 人次 , 有的 70 人次左右 , 我们选取日接诊病人 20～ 30 人

次的医院和汞胶束调合机调制银汞的医院口腔科工作室空气

汞进行监测 , 结果如表 1。

2.2　尿汞

接汞口腔医师尿汞最高为 0.20μmol/ L , 最低为 0.04μmol/

L , 其中用汞胶束调合机调制银汞 19 人 , 占受检人数的

29.2%, 尿汞超标率 (指尿汞测定值超过正常值范围人数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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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人数百分率)15.8%;手工调制银汞 46 人 , 为受检人数的

70.8%, 此工种尿汞超标率 26.1%。按工龄长短不同 , 尿汞测

定值也不同 , 见表 2。

　　表 1　口腔科工作室空气中汞含量监测结果 mg/m3

工种 主要岗位 样品数 浓度范围
均　　值

x±s

手工 调银汞 6 0.0020～ 0.0024 0.0022±0.0001

调制 补牙工作台 10 0.0017～ 0.0025 0.0020±0.0002

工作室中央 6 0.0010～ 0.0017 0.0014±0.0002

洗刷池 6 0.0007～ 0.0013 0.0010±0.0002

机器 调银汞 6 0.0200～ 0.030 0.0240±0.0003

调制 补牙工作台 10 0.0007～ 0.0014 0.0010±0.0003

工作室中央 6 0.0008～ 0.0012 0.0010±0.0001

洗刷池 6 0.0008～ 0.0012 0.0010±0.0001

　　注:空气中汞最高容许浓度 0.01mg/m3 。

表 2　口腔科医务人员尿汞测定结果

工种
工龄
(年) 总人数

超标
人数

超标率
(%)

尿汞浓度 (μmol/ L)
x±s

手工调制 1～ 20 5 25.0 0.065±0.030

11～ 18 5 27.8 0.070±0.020

21～ 7 2 28.6 0.046±0.015

31～ 1 0 0 0.042

机器调制 1～ 16 2 12.5 0.050±0.015

11～ 3 1 33.3 0.065±0.020

　　注:尿汞正常值为 0.05μmol/L 。

3　讨论

从调查表 1 可见 , 在自然通风条件下手工调制银汞在调

银汞 、 补牙工作台和工作室中央 3个工作点中均能检出汞 (在

容许浓度范围内), 而用汞胶束调合机调制银汞 , 只有在汞胶

束调合机工作点检出汞浓度较高 , 其余采样点汞浓度均低于

0.001mg/m3 , 可见采用机器调制比用手工调制能减少汞污染 ,

结合表 2 医务人员尿汞测定结果 , 手工调制尿汞检出率

(26.1%)大于机器调制尿汞检出率(15.8%)。其原因主要是机

器调制时间短 , 减少人体对汞的接触机会。而在青岛市医院口

腔科中调制银汞大多仍为手工研磨调制。所调查 8 家医院口

腔科调制银汞均没有单独的房间 , 除 1 家有通风设施外 , 其余 7

家只靠开门开窗(由于汞比重大)很难将汞蒸气排出室外。

另外还发现手工调制银汞时没有固定调合地点 , 造成散

落汞滴不易发觉和清除 , 个别医院医务人员还在工作间饮食 、

休息 , 更增加了汞污染的机会。

使用汞胶束调合机也有汞滴散落 , 搬开调合机发现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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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汞滴散落在机体下 , 分析原因主要是长时间不搬动机器清

扫汞滴 , 造成该工作点汞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在受检医务人员中 , 工龄大多数集中在 1 年 ～ 和 11 年～

组 , 从尿汞平均值可见工龄 11 年～ 组尿汞平均值和尿汞超标

率均较高 , 提示我们应注意长期接触汞对医务人员身体的危

害。本次调查尿汞超标者大多有头晕 、 乏力 、 睡眠不好等症

状。

从口腔科工作室空气汞和医务人员尿汞调查可见:(1)

有条件的医院银汞补牙最好采用汞胶束调合机调制银汞;(2)

不论是手工调银汞还是汞胶束调合机调制银汞 , 都应当在固

定地点 , 且有通风设施 , 调制银汞地点应便于汞滴的收集和

清除;(3)工作室与休息室应当分开 , 不可在工作室内饮食 、

休息 , 注意自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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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工眼 、 鼻 、 咽喉疾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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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56 名电焊工慢性睑缘炎 、 结膜炎 、 鼻炎 、 咽喉炎

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 且慢性睑缘炎 、 结膜炎

患病率有随工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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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作为金属构件的一种基本加工方法 , 使用较为广泛。

为了解电焊作业的职业危害 , 保护工人身体健康 , 本文对 156

名电焊工的眼 、 鼻 、 咽喉疾患情况进行了调查 , 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事电焊作业工龄在 2 年以上的 156 名工人为接触组 , 男

107名 , 女 49 名 , 年龄 20 ～ 54 岁 , 电焊作业工龄 2 ～ 35 年。

另选行政 、 后勤人员 122 名为对照组 , 男 82 名 , 女 40名 , 年

龄 21 ～ 57 岁。

1.2　内容与方法

对两组人员详细询问职业史 、 既往史和上呼吸道自觉症

状等 , 由专职医生进行常规检查。

2　结果

2.1　两组人员眼 、 鼻 、 咽喉临床症状阳性率比较

由表 1可见接触组眼 、 鼻 、 咽喉症状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且差异有显著性 (P<0.01)。

表 1　两组人员眼 、 鼻 、 咽喉症状阳性率比较

组别
检查

人数

　眼　　干　
例数　　%　

　眼　　痛　
例数　　%　

　视 疲 劳　
例数　　%　

　鼻　　干　
例数　　%　

　鼻　　塞　
例数　　%　

　咽　　干　
例数　　%　

　咽　　痛　
例数　　%　

接触组 156 52 33.3 39 25.0 36 23.0 41 26.3 28 18.0 57 36.5 51 32.7

对照组 122 7 5.7 5 4.1 8 6.6 13 10.7 4 3.3 23 18.9 22 18.0

χ2 值 31.2 22.5 14.0 10.7 14.5 10.4 7.6

P值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2.2　两组人员眼 、 鼻 、 咽喉患病率比较

从表 2可见 , 慢性睑缘炎 、 结膜炎 、 鼻炎 、 咽喉炎患病率

接触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P<0.01)。

表 2　两组人员眼 、 鼻 、 咽喉患病率比较

接触组 (156人)
　　例数　　　　　　　%　　

对照组 (122人)
　　例数　　　　　　　%　　

RR χ2 值 P 值

眼　近　视 29 18.6 18 14.8 1.26 2.5 >0.05

慢性睑缘炎 16 10.3 4 3.3 3.12 5.0 <0.05

慢性结膜炎 32 20.5 5 4.1 5.00 15.9 <0.01

慢性鼻炎 35 22.4 12 9.8 2.29 6.4 <0.05

慢性咽喉炎 53 34.0 21 17.2 1.98 9.8 <0.01

　　注:慢性鼻炎含慢性单纯性鼻炎 、 过敏性鼻炎 、 慢性肥厚性鼻炎。慢性咽喉炎含慢性咽炎 、 慢性喉炎 、慢性扁桃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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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触组工龄与患病率比较

从表 3可见 , 接触组慢性睑缘炎 、 结膜炎的患病率随工龄

的增加也在增高 , 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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