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表 1)。工龄≤10 年组 , 只有 A、 V、 F 3 项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具有显著性 (P<0.05);工龄≥10 年组 , T、 D、 A、 V、 F、

C 各项与对照组相比 ,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P <0.05) (见表

2)。人的情绪和情感受着环境因素的影响 , 在工作环境中有

害因素的长期作用下 , 还会出现烦躁 、 易怒 、 急躁等症状。

据国外报道 , 这类情况通称 “焦虑型神经衰弱” 。本次情感调

查结果与文献报道相似 , 说明铆焊作业对人的情绪和情感状

态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人长期在噪声环境中会产生消极情绪 , 将不能保持人体

各部分的协调性 , 从而使视觉 、 知觉变得迟钝 , 造成判断不

准确 , 失误增多。人长期接触锰可引起慢性锰中毒 , 表现为

忧郁症 , 情绪低落 、 意志减退 、 迟钝等[ 1] 。情绪是人的一种

心理现象 , 伴着情绪活动也会发生一系列的的生理现象。 即

情绪可引起人的生理反应。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随着暴露时

间的延长 , 铆焊作业工人的负性情绪因子得分明显增多 , 这

种负性情绪可使人的行为发生异常改变 , 削弱人的活动能力 ,

降低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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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结合现场监测结果 , 采用 SPSS 11.5 统计软件对某

锌厂119名接触硫酸作业工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 结果表

明长期接触硫酸工人牙酸蚀病患病率为 22.6%, 其中男工高

于女工 , 说明接酸作业工人牙酸蚀病与多种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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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解行业的生产过程中 , 作业工人接触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主要为硫酸 , 长期接触硫酸的主要危害是对作业工人牙

齿产生慢性损伤 , 而引起职业性牙酸蚀病。本文结合现场监

测结果 , 对某锌厂的电解锌车间作业工人一般情况 、 体检结

果 、 个人防护情况等指标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探讨接酸

作业工人牙酸蚀病的影响因素 , 为建立和采取有效的防护对

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接触组选择某锌厂电解锌车间的作业工人 119 名 (男 45

名 、 女 74 名), 平均年龄 (31.9±6.7)岁 (21 ～ 52 岁), 平均

工龄 (6.0±5.2)年 (1 ～ 30 年), 工种包括电解 、 剥锌 、 萃

取 、 置换 、 吊车 、 循环泵 、 巡检 、 掏槽 、 除铊 、 冶炼 、 加料 、

浸出 、 取样等。

1.2　方法

1.2.1　现场监测　有代表性地选择硫酸作业场所 (车间),

依据 《车间空气中硫酸及三氧化硫的氯化钡比浊测定方法》

收稿日期:2004-05-13;修回日期:2004-07-01
作者简介:贺业发 (1953—), 男 , 主管医师。

(GB/T16026—1995)对空气中硫酸的浓度进行监测 (3 ～ 5d),

硫酸用过氯乙烯滤膜采样。

1.2.2　牙齿检查　按照调查表的各项内容 (年龄 、 工龄 、 职

业史 、 个人防护情况 、 饮酒史 、 吸烟史 、 既往病史等项目)

逐项询问并填写后进行牙科等项目检查。根据 《职业性牙酸

蚀病诊断标准》 (GBZ61—2002)诊断职业性牙酸蚀病。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11.5 统

计软件对电解行业接酸作业工人的牙齿改变及个人防护情况

进行描述性统计。

2　结果

2.1　现场监测结果

某锌厂电解锌车间作业场所硫酸浓度测定结果如表 1 所

示 , 5个作业点的平均浓度范围 0.5 ～ 2.6 mg/m3 , 其中电解 1

电解槽 、 天车 、 电解 2 扒锌皮作业点超标 , 合格率仅为 40%。

表 1　某锌厂电解锌车间作业场所硫酸

浓度 (PC-STEL)测定结果

作业点
平均浓度

(mg/m3)

国家标准

(mg/m3)
超标倍数 作业分级

电解 1扒锌皮 0.7 2 0 0

电解 1电解槽 2.5 2 0.25 —

天车 2.2 2 0.10 —
电解 2扒锌皮 2.6 2 0.30 —

电解 2电解槽 1.3 2 0 0

2.2　个人防护情况

电解锌接酸作业工人个人防护情况见表 2。 接酸作业工人

几乎不戴防毒面具 , 经常戴普通口罩者占 54.6%, 经常戴手

套者占 78%, 所有接酸作业工人 100%穿戴工装。其中女工戴

口罩的百分率为 57%, 男工戴口罩的百分率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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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解锌接酸作业工人个人防护情况

戴防毒面具 戴普通口罩 戴手套 穿工装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经常 1 0.8 65 54.6 92 78 119 100

偶尔 3 2.5 22 18.5 13 11 0 0

从不 115 96.6 32 26.9 13 11 0 0

合计 119 100.0 119 100.0 118 100 119 100

2.3　牙科检查结果

电解锌车间作业工人的职业性牙酸蚀病检查结果见表 3。

牙酸蚀病占 22.6%, 其中一度牙酸蚀病占 13.4%, 二度牙酸

蚀病占 9.2%。另外 , 从性别分析 , 男工牙酸蚀病患病率为

37.8%, 女工为 13.5%。

表 3　某锌厂电解锌车间作业工人的职业性牙酸蚀病检查结果

牙齿 人数 %

无牙酸蚀病　 73 61.3
观察对象　　 19 16.0

一度牙酸蚀病 16 13.4
二度牙酸蚀病 11 9.2

合计 119 100.0

3　讨论

国外于 1915 年 Anon 首次报道了制酸工人牙齿的脱钙现

象[ 2] , 我国于1953年由郑麟藩作了硫酸工厂工人职业性牙酸

蚀病的初步调查[ 3] , 此后 , 国内外陆续有职业性牙酸蚀病的

报道。罗成模等人报道国内职业性牙酸蚀病的患病率为 24%,

男性患病率最高达 50%[ 4] 。 本次调查从作业场所硫酸浓度测

定结果来看 , 平均浓度范围 0.5～ 2.6 mg/m3 , 虽然超标率高达

60%, 但是超标倍数并不高 , 说明近年来企业的不断技术改

造 , 使得工人作业环境得到了改善。从作业工人的职业性牙

酸蚀病检查结果来看 , 被调查工人中所占比例从高到低的顺

序为牙齿正常者 、 观察对象 、 一度和二度牙酸蚀病 , 符合职

业病的一般发病规律。虽然电解锌作业工人的职业性牙酸蚀

病发病率较高 (为 22.6%), 但主要为一度和二度牙酸蚀病 ,

尚未发现三度牙酸蚀病例 , 说明由于工人退休年龄的提前和

电解锌车间现场硫酸浓度超标不严重 , 所造成严重的牙酸蚀

病例不多。本次调查的职业性牙酸蚀病患病率 , 与罗成模等

人报道的结果相近。

从作业工人的职业性牙酸蚀病患病性别来看 , 男工患病

率高于女工患病率 , 说明牙酸蚀与吸烟 、 个人卫生防护 、 卫

生习惯等有关。 被调查的男工中经常吸烟者占 69%, 而女工

中无吸烟者 , 男工在吸烟过程中 , 牙齿暴露空气中的机会大

大高于女工 , 吸入的含酸空气高于女工 , 因此男工牙齿受到

的酸腐蚀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女工。另外 , 女工戴口罩的百分

率高于男工 , 女工卫生习惯也好于男工。因此戒烟 、 加强个

人防护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大大减少牙齿受到酸腐蚀

的可能性 , 防止职业性牙酸蚀病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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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第十五次全国职业病学术交流会会议纪要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主办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和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的第十五次全国职业病学术交

流会 ,于 2004 年 10月 11 ～ 15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来自全国 23个省 、市 、自治区的 212 位代表赴会。中华预防医学会王贺祥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广东省卫生厅黄飞副厅长 、珠海市卫生局及其他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 , 对召开本次全国职业

病学术交流会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期望 ,并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会议开幕式由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倪为民主任医

师主持 ,职业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寿林研究员致开幕词。

会议共收到论文 274 篇 , 从中选择了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好指导或借鉴作用的 40 余篇论文 , 分为 “化学中毒” 、 “尘肺防治” 、

“实验研究” 、 “物理因素” 、 “监督管理” 等不同专题进行了大会交流;会议还组织了 “毒鼠强中毒” 、 “刺激性气体中毒” 两个专

题研讨会 , 对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大会专题报告包括有关职业病防治工作长效机制的探讨 、 有关化学中毒应急救援存在

的主要问题讨论 、 中毒控制中外模式对比分析以及职业病诊断鉴定有关问题的临床经验与探讨等 , 都是大家十分关注的选题。

会议期间 , 分别召开了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和专业委员会常委会议 , 张寿林主任委员就专委会的工作向全体委

员进行了通报 , 重点对专委会换届前期准备工作作了说明。王贺祥副会长亲临指导 , 对换届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学术会务部

王宏主任在会上重申并进一步解释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关于换届工作的具体规定。专委会常委会就下一届专委会的人选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会议一致建议 , 于 2005年上半年的适当时机召开换届工作会议。

本次全国职业病学术交流会议是一次成功 、 求实 、 团结 、 奋进的会议。但我们也应冷静的看到 , 我们的总体学术水平还不

高 , 对具体问题深入细致地探讨和创新性研究成果还不多 , 与其他学科相比 , 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最后 , 副主任委员赵金垣教授代表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对本次全国学术交流会进行了总结 , 并对承办本次会议的广东省职业

病防治院和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到细致的服务表示衷心地感谢。

(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提供的会议纪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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