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度)其他职业有害因素的联合作用往往不那么明显。 (2)

高温未能加重噪声引起的听阈值上升 , 可能与长时间暴露后

对热产生习服有关。这点与杨志华 [ 12]的动物试验相一致。

赵南的调查中将玻璃制瓶工按高温噪声暴露时间≤5年 、

5 ～ 10年 、 >10年分为 3组进行听力水平分析 , 发现随高温噪

声暴露时间的延长 , 语频听阈和高频听阈均增高 (P<0.01)。

本次调查高温噪声组工龄在 <10年 、 10 ～ 15年 、 >15年的工

龄中 , 无论是高频听阈还是语频听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这与赵南的高温与噪声的联合作用对听力损害有时间依赖性

不一致。原因可能为:(1)高温强度不够 , 本文高温作业为

Ⅰ级高温作业 , 而文献中的调查人群高温作业为Ⅳ级高温作

业。 (2)间断接触噪声是否可产生声习服 , 即操作者反复暴

露于一定强度的噪声后 , 其听觉系统所发生的相应的适应性

反应 [ 13 , 14] 。

今后我们应就多高的噪声水平 、 多大的高温强度 、 多长

的时间才会产生联合作用开展研究 , 并进一步探讨单纯高温

作业对听力的影响。 此外 , 在实际工作中 , 在现场接触噪声

值符合卫生标准时也应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 更好的保

护作业工人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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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评定某蓄电池厂 142名

铅作业女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结果显示 , 暴露组女工血铅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暴露组总分 、 阳性项目数 、 阳性症状得

分高于对照组 (P<0.05), 在 9组症候群因子中 , 躯体化 、

强迫 、 焦虑 、 恐怖等 4组因子得分暴露组高于对照组 (P<

0.05), 暴露组心理健康的改变与血铅水平有关。 提示低浓度

铅接触可能对女工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关键词:铅;接触女工;心理健康;SCL-90症状自评量表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9)01-0046-04

铅是一种在环境中不代谢 、不降解的重金属毒物。随着铅

在各领域的广泛使用和在环境中的不断蓄积 , 铅污染日趋严

重 ,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 1 , 2] 。多年来 , 众多学

者进行研究 ,发现铅对人体各器官 、系统均有毒性作用 , 造成生

理 、生化方面的改变。关于铅是否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 目前

研究报道甚少 , 尤其是对女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未见报

道 [ 3 ～ 5] 。为此 , 本文对某蓄电池厂 142名铅作业女工的心理健

康问题进行了研究 ,为做好铅作业女工劳动保护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蓄电池厂铅作业女工 142人为暴露组 , 平均年龄为

(27.52±6.93)岁 ,工龄 3.08 ～ 9.00年 ,暴露组女工从事的工种

为包板 、修剪 、装壳 、焊端子 , 在工作中接触铅尘和铅烟 , 每天平

均工作时间 10.02 h;同时选择该厂从事加酸 、产品检验 、包装

工种女工 150名为对照组 ,平均年龄为(26.84±6.67)岁 , 工龄

2.75 ～ 10.08年 , 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 9.80h, 在工作中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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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对两组调查对象的年龄 、工龄 、工作时间 、劳动强度和文化

程度进行了均衡性检验 ,结果表明 , 两组均衡可比(P>0.05),

见表 1。两组研究对象均排除了中枢或末梢神经系统疾病史 、

精神病史 , 排除接触其他神经毒物者。

表 1　两组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均衡性检验

基本情况 暴露组(n=142)对照组(n=150) t值 P值

平均年龄(岁) 27.52±6.93 26.84±6.67 0.85 >0.05

平均工龄(年) 6.18±5.02 6.95±6.78 1.11 >0.05

工作时间(h) 10.02±3.21 9.80±2.58 0.64 >0.05

劳动强度级别△

　Ⅰ级(人) 142 150 — —

　Ⅱ级及以上(人) 0 0 — —

文化程度构成■

　高中 35 (24.61%) 45 (30.00%) — —

　初中 107 (75.39%) 105 (70.00%) — —

　　△:劳动强度分级按照 GBZ2.2—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 中附录 B常见职业体力劳动强度分

级表中的职业描述进行确定 , 两组经卡方检验 , χ2 =0.00, P>0.05。

■:经卡方检验 , χ2 =1.05, P>0.05。

1.2　方法

1.2.1　作业环境空气中铅烟 (尘)浓度的测定　采用 BFC-

35E型粉尘采样器定点采样 , 采样滤膜为微孔滤膜。 按照

GBZ159— 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采样规范 》 的

要求对铅作业工作现场进行布点 , 连续采样 3 d, 每天按

8:00 ～ 10:00、 10:00 ～ 12:00、 14:00 ～ 16:00、 16:00 ～ 18:00

四个时间段进行采样 , 每个时间段采样 15 min、 采样流量 5

L/min, 采样高度以工人的呼吸带高度为标准 , 并按照公式计

算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 6]:

TWA=(C1T1 +C2T2 +… +CnTn) /8

式中:TWA———空气中有害物质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 mg/m3;

C1、 C2 、 Cn———测得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 , mg/m
3;

T1、 T2、 Tn———劳动者在相应的有害物质浓度下的工作时

间 , h;

8———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规定的 8 h。

铅烟 (尘)的检验方法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 评价

标准采用 GBZ2.1—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1.2.2　一般情况的调查　按照卫生部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

法》 的要求 , 分别进行职业史 、 症状问诊 , 内科 、 血常规 、

血铅 、 血锌原卟啉 、 尿常规 、 肝功能 、 胸透等项目的检查 。

1.2.3　血铅测定　所用实验材料用 3%硝酸浸泡过夜 , 用去

离子水冲洗 3次 , 烘干备用。统一采集静脉血 1ml, 沿试管壁

缓慢放入含肝素钠抗凝试管内 , 缓慢摇匀 , 使血液处于抗凝

状态 , 加塞 , 带回实验室 , 在冰箱内 4℃保存 , 用石墨炉原子

吸收光谱法对全血铅进行测定 , 要求在 2周内完成测定工作。

1.2.4　血锌原卟啉测定　用血色素吸管取 20 μl静脉血置于

盖玻片上 , 立即用 ZPP-2000型血锌原卟啉测定仪 (广东省劳

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研制)直接测定 。

1.2.5　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　用 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调

查对象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试 [ 8] 。受试对象近一周内未服用

神经精神药物 , 没有受到强烈精神刺激 。要求测试房间安静 、

舒适 、 光线充足 , 测试人员经过专门培训 , 确保检查者的导

语 、 态度和方法一致 , 由受试者作出独立的 、 最近一周内症

状的自我评定。

1.3　统计分析

所用数据用 Excel建立数据库 , 运用 SPSS13.0对资料进

行 t检验或 u检验 、 χ2检验。

2　结果

2.1　生产工艺和职业卫生学调查

2.1.1　生产工艺流程图　该厂生产蓄电池的极板由外厂购

进 , 从包板到对焊的相关环节中均可接触到铅尘或铅烟 , 其

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该公司蓄电池生产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该蓄电池厂生产车间宽敞 , 自然通风较好 , 并配有机械

通风和局部抽风净化设施 , 地面清洁;铅作业工人均佩戴防

毒口罩 、 手套;设置有专用饮水室;在生产车间外侧旁设有

供工人下班后更衣 、 洗澡的浴室。

2.1.2　作业场所空气中铅烟 (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测定　

对全厂铅作业场所共设置测定点 39个 , 其中铅烟 18个点 , 铅

尘 21个点。 3天共测定 117个 TWA结果 (铅烟 54个 , 铅尘

63个), 有 7个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铅烟 6个 、 铅尘 1

个), 合格率为 94.02%。其中本调查对象女工的工作岗位

(包板 、 修剪 、 装壳 、 焊端子)共测定计算 66个 TWA结果 ,

仅 1个超标 , 合格率为 98.48%, 见表 2。

2.2　两组血铅水平

暴露组血铅水平为 (295.26±86.87)μg/L, 对照组血铅

水平为 (136.80±95.44)μg/L, 两组血铅水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u=14.85, P<0.01)。

2.3　铅作业女工 SCL-90因子测试

SCL-90症状自评量表测试结果 , 暴露组总分 、 阳性项

目数 、 阳性症状得分高于对照组; 9组症候群因子中 , 躯

体化 、 强迫 、 焦虑 、 恐怖等 4组因子得分暴露组高于对照

组 , 见表 3。

2.4　暴露组不同年龄 SCL-90因子分比较

将暴露组按 <25岁 (n=16人)、 25岁 ～ (n=39人)、

30岁 ～ (n=49人)、 35岁 ～ (n=27人)、 40岁 ～ (n=11

人)进行年龄分组 , 对不同年龄组之间 SCL-90总分 、 阳性项

目数 、 阳性症状得分及 9组症候群因子得分进行分析 , 发现

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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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烟 、 铅尘监测结果 mg/m3

工种
接触

毒物

测定

点数

3天

采样数

短时间采样样

品的浓度范围

3天计算 TWA

结果次数

TWA

超标次数

TWA

浓度范围

烧焊 铅烟 8 96 <0.015 ～ 0.087 24 4 0.015 ～ 0.045

自动焊巡检工位 铅烟 2 24 <0.015 ～ 0.078 6 1 0.015 ～ 0.034

对焊 铅烟 3 36 <0.015 ～ 0.053 9 1 0.015 ～ 0.034

包板 铅尘 13 156 <0.015 ～ 0.110 39 1 0.015 ～ 0.053

熔铅 铅烟 4 48 <0.015 ～ 0.022 12 0 0.015 ～ 0.018

修剪 铅尘 4 48 <0.015 ～ 0.069 12 0 0.015 ～ 0.029

装壳 铅尘 4 48 <0.015 ～ 0.084 12 0 0.015 ～ 0.045

焊端子 铅烟 1 12 <0.015 ～ 0.039 3 0 0.017 ～ 0.027

　　注:铅烟 、 铅尘的检测下限浓度为 <0.015mg/m3;铅烟 PC-TWA为 0.03mg/m3 , 铅尘 PC-TWA为 0.05mg/m3;铅烟 、 铅尘短时间接触浓度

最大超限倍数是其 TWA的 3倍。

表 3　暴露组 、 对照组之间 SCL-90因子分比较

因子
暴露组

(n=142人)

对照组

(n=150人)
u值 P值

躯体化 　 1.63±0.67 　1.47±0.53 2.25 <0.01

强迫 　 1.65±0.66 　1.49±0.55 2.24 <0.05

人际关系 　 1.45±0.64 　1.47±0.53 0.29 >0.05

焦虑 　 1.67±0.66 　1.49±0.52 2.57 <0.05

抑郁 　 1.47±0.68 　1.45±0.50 0.29 >0.05

敌对 　 1.49±0.66 　1.46±0.57 0.42 >0.05

恐怖 　 1.43±0.61 　1.28±0.55 2.20 <0.05

偏执 　 1.42±0.64 　1.41±0.55 0.14 >0.05

精神病性 　 1.39±0.59 　1.36±0.49 0.47 >0.01

其他 　 1.51±0.60 　1.45±0.54 1.18 >0.05

总分 144.10±52.56 130.85±41.70 2.38 <0.05

阳性症状得分 　 2.46±0.55 　2.31±0.43 2.59 <0.01

阳性项目数 　39.77±25.13 　32.62±23.26 2.52 <0.05

2.5　暴露组不同工龄 SCL-90因子分比较

对暴露组不同工龄组进行分析 , 9组症候群因子中 , 5年

以上工龄组总分以及躯体化 、 强迫 、 焦虑 、 精神病性因子等

得分高于 5年以下工龄组 (P<0.05), 其他各因子两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见表 4。

表 4　不同工龄组间 SCL-90因子分比较

因子
<5年

(n=77人)

5年 ～

(n=65人)
t值 p值

躯体化 　1.36±0.75 　1.68±0.69 2.66 <0.01

强迫 　1.33±0.43 　1.55±0.61 2.44 <0.05

人际关系 　1.25±0.34 　1.39±0.49 1.94 >0.05

焦虑 　1.31±0.44 　1.54±0.60 2.56 <0.05

抑郁 　1.33±0.60 　1.46±0.62 1.26 >0.05

敌对 　1.28±0.42 　1.43±0.64 1.61 >0.05

恐怖 　1.18±0.31 　1.30±0.54 1.58 >0.05

偏执 　1.18±0.34 　1.41±0.59 1.70 >0.05

精神病性 　1.19±0.36 　1.41±0.53 2.83 <0.01

总分 128.24±38.69 146.44±46.97 2.49 <0.05

2.6　暴露组不同血铅水平 SCL-90各因子得分比较

将暴露组对象按血铅≤ 200 μg/L(n=73人)和血铅

>200μg/L(n=69人)分成两组 , 结果血铅 >200 μg/L组总

分以及躯体化 、 强迫 、 焦虑 、 恐怖 、 精神病性因子等得分显

著高于血铅≤200 μg/L组 (P<0.05), 其他各因子得分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讨论

由 Derogatis等编制的 SCL-90症状自评量表 , 具有容量

大 、 反映症状丰富 、 能较准确反映精神自觉症状的特点 , 对

判断各类心理异常 , 有较高敏感性 [ 8]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铅作业女工暴露组总分 、 阳性项目数 、

阳性症状得分高于对照组 , 在 9组症候群因子中 , 躯体化 、

强迫 、 焦虑 、 恐怖等 4组因子得分暴露组高于对照组 , 与国

内文献报道相近 [ 3, 4] , 表明铅作业女工心理状态较差。由于铅

是一种神经毒物 , 可对中枢神经系统发生毒作用 , 出现神经

行为功能的改变 [ 7] 。

本次研究发现 , 暴露组的血铅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同

时还发现暴露组女工血铅 >200 μg/L组的总分 、 躯体化 、 强

迫 、 焦虑 、 恐怖 、 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血铅≤200 μg/L组 ,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 , 铅作业女工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

可能与血铅水平有关 。此外 , 外来劳务工单调的工作和生活 、

工作时间较长导致的休息睡眠不足 、 打工在外缺乏家庭生活

的温暖 , 亦会引起焦虑 、 抑郁 、 孤独 、 恐怖等一系列心理症

状 , 导致身心疾病。

在对铅暴露组女工的作业工龄进行分析时 , 虽然发现 5

年以上工龄组总分以及躯体化 、 强迫 、 焦虑 、 精神病性因子

等得分高于 5年以下工龄组 (P<0.05), 但在对暴露组不同

年龄组之间进行分析 , 发现各年龄组之间差异却无统计学意

义 ,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年龄与工龄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 在本次研究中未进

行控制 , 加上该厂每年定期体检 , 对铅负荷 (血铅水平)高

的员工进行驱铅治疗 , 因此 , 尚不能真实反映出工龄的长短

与血铅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工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 , 建议加强对生产场所铅烟 (尘)污

染控制和对作业人群实施职业健康监护的同时 , 对血铅水平

高者进行驱铅治疗 , 同时还要采取必要的心理干预措施 , 提

高接触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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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 对辽宁省不

同职业居民意外伤害的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意外伤害发生率

为 20.2%, 伤害发生率前 3位的职业是农民 (32.2%)、 个体

(29.1%)和家务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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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因素与伤害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 1]。 为掌握辽宁省居

民不同职业意外伤害及其导致各种损伤的发生率和分布特征 ,

2004年 11月至 2005年 4月在省内 3市 3县开展了伤害流行病

学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 将全省人口分为城

乡两层 , 抽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 3个城市 (沈阳 、 鞍山和

阜新市)与 3个县 (大洼 、 清原和彰武县), 每个市 /县随机

抽 4个区 /乡;每个区 /乡随机抽取 5个街道 /村;每个街道 /村

随机抽取 60户 , 每个市 /县共抽 1 200户。以户为调查单位 ,

每户 18岁以上常住人口为调查的目标人群 , 排除外出未归超

过一年者 , 如该户长期不在则由邻居户补齐。

1.2　内容及方法

调查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和过去 1年 (2003年 12月 1日至

2004年 11月 30日)伤害的发生情况。意外伤害外部原因按

ICD-10分类标准分为 17类 , 损伤性质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GlobalBurdenofDisease, GBD)[ 2]分为 36类。调查员由 6个

市 /县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组成 , 以入户面访方式完成调

查 , 调查表收回后现场审核。

1.3　诊断标准

调查对象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 , 可定义为伤害:(1)因

意外伤害到医疗单位诊治; (2)由自己或他人做紧急处理;

(3)因伤请假 (休工 、 休学 、 休息)半日以上 [ 3] 。

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EpiInfo6.04二次录入资料 , SPSS11.5软件计算各种

伤害及其导致损伤发生率。按 2000年全国人口年龄构成计算

各种疾病的调整率。 根据国家职业分类与代码 (GB/T6565—

1999)将全部职业分为 10类 99种。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按调查设计每市 (县)抽取1 200户 , 共计 7 200户 , 实际

抽到 7 359户 , 21 596人。由于城市住户搬迁及户在人不在等

情况 , 完成调查 6 993户 (城市 3 402户 , 农村 3 422户 )、

18 583人 (男性9 208人 , 女性 9 375人), 总应答率为 86.1%,

失访率 12.0%, 拒访率 2.0%。本文仅对 18周岁以上 14 604

人进行分析。

2.2　伤害发生情况

2.2.1　总意外伤害发生情况　18岁以上调查人群的伤害发生

率为 19.7%, 标化率为 20.0%。

2.2.2　伤害类型分布特征　表 1显示发生率排在前 3位的伤

害类型是锐器割刺伤 (8.5%)、 跌倒 (2.9%)和撞击挤压伤

(2.1%), 伤害发生率前 3位的职业是农民 (32.2%)、 个体

(29.1%) 和 家 务 (19.0%);护 士 (12.6%)、 家 务

(10.0%)和农民 (9.9%)的锐器割刺伤发生率最高 , 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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