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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调查 , 某县医疗仪器厂车间空气汞浓度最高达

0.675 mg/m3 , 98.9%的工人尿汞超过正常值 , 9 名工人被诊断

为轻度汞中毒。故应重视乡镇企业接汞工人的防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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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温计的制造过程中 , 汞污染现象十分突出。 为了解

以生产体温计为主的医疗仪器厂汞作业环境及工人健康状况 ,

对某县医疗仪器厂的职业危害情况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选择该厂96 名汞作业工人为调查对象 , 其中男 22 人 、 女

74 人。采用全国统一有害作业人员健康检查表专人问卷 、 专

人体检 , 汞作业场所进行空气采样 , 用酸性氯化亚锡还原-冷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尿汞 , 冷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车间空气中

汞浓度。 按照规范要求 , 采取严格质控措施。 采用 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资料录入 、 整理 , SPSS1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

2　结果

2.1　职业卫生学调查

该厂设有2 个汞生产车间 , 工艺比较原始 , 是一家典型

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其生产工艺流程为:截料※量眼※

拉颈※封泡※注汞※涨真空※缩喉※倒检※封头※渗印※鉴

定※包装。

汞作业车间工作台面大都使用塑料板材料 , 但部分破损

严重。地面倾斜度不够 , 有些地面存在平整度不够 、 裂缝等

现象。缩喉等工序虽设有机械抽风装置 , 但操作台罩口风速

检测结果 (0.1 ～ 0.8 m/ s)达不到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0～ 4.0 m/ s)要求[ 1] , 且采取上排风装置 , 不符合劳动卫

生学设计。生产过程中常出现体温计破碎 、 汞外溢。 溅到地

面的汞只用清水冲洗 , 未进行特殊处理。在车间内 , 接汞生

产区未与无汞生产区分离 , 厂区无更衣室。

2.2　车间空气汞浓度

对 11个汞作业点空气中汞浓度进行了检测。除缩检岗位

外 , 其他 10个作业点汞浓度均不同程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 (PC-TWA)[ 2] , 最高达 0.675 mg/ m3 , 超标 0.5～ 32.7 倍 (见

表 1)。

表 1　车间内各作业点空气汞浓度 mg/m3

作业点 样品数 汞浓度 　　超标倍数

注洗汞 3 0.107 4.1

缩喉 3 0.208 9.4

封头 3 0.092 3.5

缩检 2 0.005 　未超标

涨真空 2 0.170 7.5

倒验 3 0.406 19.3

定点 3 0.675 32.7

渗印 2 0.408 19.4

烘色 2 0.117 4.8

鉴定 1 0.056 1.8

量眼 2 0.030 0.5

2.3　健康检查

96 名汞作业工人 , 年龄 18 ～ 51 岁 , 平均 35.2 岁;汞作业

工龄 1个月～ 19 年 , 平均 8.2年。 55.2%的工人主诉从事汞作

业后逐渐出现各种神经衰弱样症状 , 54.2%的工人出现口腔

异味或口腔溃疡 , 43.3%的女工人出现月经异常。体检还发

现12名工人出现阳性体征 。96 名工人平均尿汞 1.13 μmol/L ,

其中 95名工人尿汞超过正常参考值 (0.1μmol/L), 占工人总

数的 98.9%(见表 2)。

表 2　汞作业工人尿汞含量测定结果 μmol/ L

工种 　　人数 尿汞浓度

渗印 16 1.950±1.054

缩检 5 1.695±0.998

封头 10 1.314±1.350

烘色 2 1.296±0.423

定点 5 1.286±0.920

注洗汞 3 1.014±0.578

鉴定 4 0.960±0.606

涨真空 4 0.847±0.279

缩喉 20 0.725±0.450

倒验 3 0.449±0.249

量眼 7 0.157±0.113

其他 17 0.128±0.050

2.4　诊断

根据 《职业性汞中毒诊断标准》[ 3] , 结合体检结果 、 现场

职业卫生学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诊断职业性慢性轻度汞

中毒 9人 , 检出率为 9.38%, 另有 86 人诊断为观察对象 , 占

工人总数的 89.58%。

3　讨论

体温计生产原料主要是汞和玻璃 , 汞主要以蒸气形式经

呼吸道进入人体。长期接触汞在 0.02 mg/m3 以上 , 神经衰弱

·126·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7年 4月第 20卷第 2期　　Chinese J Ind Med　April 2007 , Vol.20 No.2　　



样症状和口腔炎等开始出现 , 并随接触水平的增加而增高[ 4] 。

国内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体温计制造行业中 , 汞中毒屡屡发

生[ 5 , 6] 。本次调查发现 , 96 名作业工人中 , 除一名已脱离汞作

业10年的工人外 , 其余 9 名工人诊断轻度汞中毒 , 86 人为观

察对象。该厂工艺落后 , 车间水泥地面和普通涂料墙面极易

存留汞 , 加之从业者缺乏对汞危害认识 , 未采取有效的防护

措施 , 是导致汞中毒高发的主要原因。

随着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 原有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

业纷纷向股份制形式转化 , 为了尽快收回投资 , 经营者大多

考虑短期经济效益 , 忽略了其对职工健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

致使职业危害严重。为此 , 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

职业卫生监督力度 , 改善作业条件 , 同时做好职业病防治的

宣传和培训 , 规范企业和劳动者行为 , 减少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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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427 名铅作业工人进行心电图检查 , 结果显示

观察组心电图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主要表现为节律的改

变。观察组中尿铅超标组的心电图异常率明显高于尿铅正常

组 , 提示铅可以引起作业工人的心电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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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铅对人体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 我院 2004 年对 427

例铅作业工人进行了心电图检查 , 现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观察组427人为某化工厂 、 蓄电池厂等铅作业工人, 其中男

264人、 女163人 , 年龄22～ 49岁, 平均34.5岁, 铅作业工龄1～ 26

年, 平均14.3年。对照组559人为我院体检的不接触铅的工人, 其

中男352人、 女207人, 年龄 19～ 53岁 , 平均33.2岁, 两组资料经

统计学分析,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可能影响心血管系统的因素进行询问 , 并作身体检查

和心电图描记。仪器为 ECAPS12C 三道自动分析心电图机。 心

电图诊断以黄宛编著的 《临床心电图学》 第 5版为诊断依据。

尿铅测定:体检者留一次性晨尿 , 作尿铅浓度测定。 并

用20%依地酸二钠钙0.5 g 肌内注射 , 收集24 h 尿液 , 为诊断

性驱铅试验。

2　结果

2.1　两组心电图异常检出情况

从表 1看出 , 两组心电图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主要是节律改变。

表 1　两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比较

心电图改变
观察组

例次数 %

对照组

例次数 %
χ2 值　 P值

窦性心动过速 39 9.13 29 5.19 5.869 5 <0.01

窦性心律不齐 18 4.21 9 1.61 6.170 2 <0.01

窦性心动过缓 12 2.81 6 1.07 4.075 2 <0.05

左室高电压 2 0.47 5 0.89 0.623 4 >0.05

短 P—R间期 3 0.70 2 0.36 0.570 4 >0.05

传短阻滞 5 1.17 9 1.61 0.333 4 >0.05

ST—T改变 3 0.70 5 0.89 0.110 7 >0.05

室性早搏 6 1.40 5 0.89 0.572 3 >0.05

合计 88 20.61 70 12.52 10.586 6 <0.01

2.2　不同年龄组心电图异常检出情况

为排除年龄对心电图改变的影响 , 两组按年龄分组进行

比较 , 见表 2。除 39 岁以上年龄组 , 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不同年龄组的心电图异常比较

年龄

(岁)

观察组

例数
异常例

次数

异常率

(%)

对照组

例数
异常例

次数

异常率

(%)

χ2值 P 值

19～ 146 26 17.81 203 12 5.91 12.387 <0.01

29～ 135 34 25.19 166 18 10.84 10.715 <0.01

39～ 146 28 19.18 190 40 21.05 0.179 >0.05

合计 427 88 20.61 559 70 12.52 10.586 <0.01

2.3　观察组尿铅水平与心电图的关系

观察组按空白尿铅及驱尿铅水平分为两组 , 尿铅≥0.34

μmol/L或驱尿铅≥1.45μmol/L 为尿铅超标组 , 共 76 例 , 其中

心电图异常 27例次 , 占 35.53%;尿铅正常组 351 例 , 心电图

异常 61 例次 , 占 17.38%。两组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574 6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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