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异地居住等情况 , 其资料核实 、 动态观察工作较难且随时

间推移更难。采取 ID号码管理 , 可使其各项编号统一 , 即体

检资料 (包括职卫机构的登记簿 、 辅助仪器 、 照片和实验室

检验结果)、 职业病诊断书或尘肺证皆为 ID号码 , 并建立个

人电子档案以 ID号码作为查找的数据主键 (如 Access), 将

对职业病网络化管理提供高效 、 可靠的服务。

5　为相关职能部门间信息网络化提供快速共享平台

社保机构在为职业病患者办理退休待遇时 , 尘肺病患者

要经过现场拍片;而现阶段症状或体征不明显的职业中毒 、

物理性或其它职业性有害作业患者需要提供大量的证明材料。

不仅审核繁琐 、 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费用 , 而且使造假者有可

乘之机。若职卫机构对职业病患者历年资料采取 “ID号码统

一编号” , 与社保部门进行资料共享 , 既缩短了确认时间 、 降

低了费用 、 遏制了造假者 , 也为今后职业卫生的监测 、 监护

及职业病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同时职卫机构可利用

ID号码从社保 、 民政部门及时了解接害工人的退休 、 死亡情

况。同时使各职卫机构对受检者资料的共享成为可能。

目前数据资料网络化管理已成为各部门 、 各行业为大众

提供服务最主流 、 便捷的平台。职卫机构的健康监护 、 监测 、

职业病管理除 《职业病报表》 采取网报外 , 其余仍沿用以前的

本 、 卡 、 表等 , 以自编号码区别受检者 , 以手工查找作为登记

和归档方法, 已严重影响自身工作以及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我

们相信 , 利用 ID号码将给职业卫生工作提供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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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区儿童血铅水平的调查分析

刘春莹 , 赵迎春

(沈阳市苏家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辽宁 沈阳　110101)

　　铅对儿童健康的危害远比成人严重。为了解我区儿童的

血铅水平 , 我们对 300名儿童进行了血铅及环境空气铅的检

测和调查。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区两所小学校 (称为甲校 、 乙校), 甲校位于区内

交通繁华地段 , 路上经常有过往的车辆 , 作为暴露组;乙校

位于区内周边无明显铅污染地区 , 为对照组。被调查儿童年

龄 8 ～ 10岁 , 每组为入学 2年以上的小学生各 150名。

1.2　样品采集

1.2.1　血样的采集　采血前皮肤先后用 3%硝酸棉球 、 去离

子水 、 70%酒精依次消毒 , 用 5 ml注射器抽取右肘静脉血 5

ml, 将 2.5 ml盛于抗凝试管中 (加 5ml/ml肝素 0.1 ml), 充

分振摇。冰瓶运输 , 冰箱保存。

1.2.2　空气样的采集 [ 1]　将微孔滤膜安装在采样夹内 , 以 5

L/min的速度采集 150 L空气样品 , 每周 2次 , 连续采集

4周。

1.3　方法

检测方法按照 《作业场所空气和生物材料检测方法 》[ 1]

进行。检测仪器采用北京海光仪器公司的 GGX-9型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 。铅的标准溶液由国家标准物质中心提供 , 采

用回收率实验的方法进行质控 , 其质控回收率为 94%

～ 105%。

2　结果

空气中铅含量及儿童血铅浓度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1　两校空气铅及学生血铅的测定结果 (x±s)

组别
检查

人数

空气铅浓度

(mg/m3)

血铅浓度

(μg/L)

回收率 P±s

(%)

暴露组 150 0.001 28±3.52 78.54±5.31 97.52±1.18
对照组 150 0.000 36±2.13 21.17±4.05 98.16±2.33

t值 2.45 2.52 0.64

P值 <0.05 <0.05 >0.05

　　从表 1可以看出暴露组空气铅浓度 、 儿童血铅浓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将暴露组与对照组的空气铅浓度 、 儿童血铅浓

度 、 回收率实验的结果 , 用医学统计学分析方法行双侧 t检

验 , 其 t值分别为 2.45、 2.52、 0.64;两组的回收率实验 t值

小于 t0.05/2 , 即  t <t0.05/2 =1.96 (P>0.05), 说明两组的

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测定方法准确 , 不存在系统误

差。暴露组与对照组的空气铅浓度 、 儿童血铅浓度的 t值均大

于 t0.05/2 , 即  t >t0.05/2 =1.96 (P<0.05), 说明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说明城镇的环境也相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铅污

染。暴露组与对照组的儿童血铅浓度有随着空气中铅浓度增加

而增加的趋势 , 将两组的空气铅浓度与儿童血铅浓度进行直线

回归分析 , 发现两者呈正相关 , 其相关系数为 0.435。

3　讨论

影响儿童血铅水平的因素很多, 儿童铅中毒已经引起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 , 血铅浓度反映的是短暂的代谢水平。汽车尾

气 、 铅工业、 房屋装修、 含铅学习用品 、 玩具表面的油漆 、 含

铅食品等 , 是导致儿童体内血铅含量增高的主要原因。儿童身

高一般为 1.1 ～ 1.4 m, 其呼吸带正好为汽车尾气排放量最多 、

浓度最高的高度 , 并且由于儿童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儿童对铅的

吸收率高 、 排泄率低 , 儿童摄入体内的铅大约只有 66%排出体

外 , 约 1/3留在体内积蓄 [ 2] , 因此 , 儿童是汽车尾气铅污染的

最大受害者。在此呼吁汽车 、机动车行业使用无铅汽油 ,减少铅

对环境的污染 , 将铅对儿童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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