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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作业工人锰暴露水平与生物样品中锰含量关系的调查
SurveyonrelationshipbetweenMnexposurelevelandtheMncontentof

biologicalspecimeninelectricweldingworkers

张峻 , 韩磊 , 丁帮梅 , 许忠杰
ZHANGJun, HANLei, DINGBang-mei, XUZhong-jie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江苏 南京　210028)

　　摘要:对 2006— 2009年某重型机械企业电焊作业场所现

场劳动卫生学调查资料和作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结果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接锰人员的锰接触浓度和接触人群发锰 、

尿锰的相关性不明显 , 并对结论进行了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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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了解电焊作业职业性危害因素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

响 ,我们对 2006— 2009年某重型机械企业电焊作业场所现场劳动

卫生学调查资料和作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结果进行了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为某重型机械企业 2006年 435名 、 2007年 612

名 、 2008年 646名 、 2009年 847名电焊作业工人。

1.2　方法

对上述电焊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 对电焊作业场

所进行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 将锰接触浓度和接触人群发锰 、

尿锰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现场锰及其化合物检测结果

2006— 2009年该重型机械企业作业场所锰及其化合物超

标率分别达到 22.2%、 35.7%、 6.3%和 11.8%, 平均达到

17.9%, 见表 1。

2.2　职业健康体检中发锰与尿锰的异常结果

2006— 2009年的锰接触人群职业健康体检中发锰与尿锰

表 1　作业场所锰及其化合物检测结果 mg/m3

年份 检测点数
不合格

点数

超标率

(%)

超标点接触

浓度 (TWA)

2006 9 2 22.2 0.16～ 0.22

2007 14 5 35.7 0.23～ 0.34

2008 16 1 6.3 0.39

2009 17 2 11.8 0.22～ 0.29

　　注: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PC-TWA为 0.15mg/m3。

的异常结果见表 2。 2009年 2名尿锰偏高工人电焊工龄分别为

6年和 15年 ,岗位尿锰偏高检出率分别为 1.59%和 1.05%。

表 2　锰接触人群职业健康体检中发锰与尿锰异常结果

年份 人数 发锰超标人数 (%) 尿锰超标人数 (%)

2006 435 30 (6.90) —

2007 612 38 (6.21) —

2008 646 0 (0) —

2009 847 — 2 (0.24)

　　注:—表示未检 , 发锰正常值范围 <0.073mmol/kg, 尿锰正常值

范围 <0.03mg/L。

2.3　现场检测结果与发锰 、 尿锰超标的对应关系

2.3.1　2006— 2008年现场检测结果与发锰超标对应情况见

表 3。

2.3.2　2009年现场检测结果与尿锰超标对应情况　检测 12

个岗位 , 平均浓度 0.011 ～ 0.167 mg/m3 , 有 2人尿锰超标 ,

分别占同岗位人数的 1.05% (1/95)和 1.59% (1/63)。

2.4　统计分析

各岗位均佩戴相同的防电焊烟尘口罩 , 每日电焊尘暴露

时间大致相同 , 不同岗位的工龄分布也基本相同 , 故对具体

锰接触浓度和接触人群发锰与尿锰进行相关分析。 2006—

2008年该企业的锰接触浓度与发锰超标检出率关系为 y=

0.0288+0.4036x, r=0.2594;2009年锰接触浓度与尿锰超标

检出率关系为 y=-0.0006+0.0308x, r=0.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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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6— 2008年现场检测结果与发锰超标对应关系

年份
检测

岗位

平均浓度

(mg/m3)

浓度超标率

(%)

发锰超标人数

(%)

2006 1 0.118 33.30 　 15 (6.91)
2 0.017 0 　 2 (18.18)

3 0.130 0 　 8 (6.45)

4 0.004 0 　 0 (0)
5 0.034 0 　 2 (4.35)

6 0.19 100 　 2 (40)
2007 1 0.18 50 　 4 (2.50)

2 0.20 50 　 18 (6.08)

3 0.13 20 　 11 (9.40)
4 0.13 0 　 1 (8.33)

2008 1 0.11 0 　 0 (0)
2 0.19 33.30 　 0 (0)

3 0.08 0 　 0 (0)

4 0.02 0 　 0 (0)

3　讨论

锰是一种神经毒物 , 主要以烟尘形式经呼吸道吸收 , 长

期接触过量的锰会导致进行性 、 持久性神经变性的损害。引

起发病的锰空气浓度国外报道多在 40 ～ 173 mg/m3 之间 , 我

国报道在 3 ～ 30 mg/m3之间。在含锰烟尘浓度较高的作业环

境中 , 有人接触 6个月即发病 , 也有工作 20年以上无发病

者 , 这可能与个体易感性有关 [ 1] 。

由于体内锰的主要排泄途径是消化道 , 尿锰测定不是锰

接触作业的敏感指标 , 很难反映出体内锰含量的真实情况。

周伟民等研究认为 , 在群体上尿锰似乎可反映近期接触水

平 [ 2] , 姚惠琳等观察到发锰可能是反映慢性锰暴露的检测指

标 [ 3] , 杜凤其等也认为尿锰 、 发锰仅作为接触指标 , 缺乏明

确的临床诊断意义 [ 4] 。

本文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接触人员的接锰浓度和接触人

群发锰 、尿锰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 且异常人员的工龄并不长。

其原因可能为发锰 、尿锰不能真实反映体内的锰含量;作业场

所空气中锰及其化合物浓度并不太高 ,且采取了较好的个体防

护措施 , 故电焊作业造成的异常指标比例较低 , 某岗位少数工

人出现特异性异常指标 , 也会导致异常率发生较大变化。因企

业内部工人电焊作业的具体岗位经常发生变动 ,造成岗位接触

浓度和接触人群发锰 、尿锰的相关性不明显;对作业场所进行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时的生产状态与平时未必一致 ,可能不能完

全反映职业危害因素的真实水平 ,加之检测数据反映的不是具

体岗位的接触浓度 , 而是整个车间的平均接触水平 , 这也是造

成接触浓度和接触人群发锰 、尿锰的相关性不明显的原因之

一。今后还需要对接锰固定人群进行长期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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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县外出农民工职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
Surveyofbasicsituationonpeasantsgoneawayfromhometownforworkintwocounties

李红 , 王广松 , 石开芳 , 常筑平 , 张登学 , 李本芳 , 李玲
LIHong, WANGGuang-song, SHIKai-fang, CHANGZhu-ping, ZHANGDeng-xue, LIBen-fang, LILing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选择我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思南 、 印江两

个县开展调查。结果表明 , 两县外出务工农民工分别占劳动

力总人口的 1/4 ～ 1/3。县疾控中心除开展过 《职业病防治

法》 和相关知识的宣传外 , 未开展过其他基础职业卫生服务。

外出农民工大多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强

度大 、 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很少参加职业健康检查 , 基本上

未经过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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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 众多乡镇企业和大型建设项

目吸纳了大量的工人。由于国内人口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均衡 , 大量农民工流动常态化。各种调查资料表明 ,

近几年来农民工职业病问题突出 , 健康保障出现了 “真

空” [ 1] 。我省是劳务输出大省 , 外出农民工流动性大 , 农民工

缺乏职业病防护知识 , 自我防护意识淡薄 , 也给职业病的防

治和管理带来严重的困难。通过对外出农民工的基础职业卫

生情况调查 , 探索我省县乡两级基础职业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

保护流动农民工的健康权益。

1　对象与方法

1.1　基础情况调查

选择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思南 、 印江 2个县开展调

查 , 每个县选择 2个乡镇。思南县选择鹦鹉溪镇和大河坝乡

共调查 4 000例 , 印江县选择木黄镇和中坝乡共调查 3 000例 ,

调查对象为在外务工满 6个月的人员。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

况 、 从业情况 、 医疗卫生与健康情况 、 基本职业卫生知识和

法律知识等。

1.2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乡镇卫生院基本情况调查

调查两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基

本情况 , 主要内容包括基本职能 、 人员组成 、 职业卫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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