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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可以对儿童生长发育阶段的器官、系统产生不可逆的损

害。目前，儿童铅中毒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安全问题，引

起了全世界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

快，城市汽车数量急剧增加，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环境保护

措施滞后，我国儿童铅中毒情况相对严重。我国儿童无论是血

铅还是铅中毒的流行率均已明显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1］。
本文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 1975—2011 年我国期

刊公开发表的儿童铅中毒研究论文进行调查分析，以明确我

国儿童铅中毒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范围、研究热点与重点，

从而为儿童铅中毒的预防与控制、儿童铅中毒的理论研究提

供可靠依据。
1 检索数据源及方法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 CNKI) 为检索数据

源，以“儿童铅中毒”为主题，出版年限定在 1975—2011 年

( 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 ，检索出 37 年间我国公开发表的儿

童铅中毒文献共1172篇。对所检出的结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主要分析项目: 文献年代分布、文献期刊分布、基金论文、研

究团队、作者机构、作者地区分布、关键词结合主题内容分析。
2 结果

2. 1 论文的时间分布

文献量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学科的研究水平

和发展速度。确定文献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可以大致揭示

学科发展的某些特点和规律。从图 1 可见，我国儿童铅中毒

发文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5—2006 年，文献

量呈上升态势，尤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文献量快速

上升，到 2006 年 ( 143 篇) 达到最高峰。这一阶段的发文情

况符合学科在发展初期，文献量呈快速上升的规律。文献统

计显示，我国儿童铅中毒的研究从起步到快速发展，研究这

一领域的机构和学者增多，研究的重点从病因病理、临床诊

断治疗，扩展到亚临床水平的儿童铅中毒研究。第二阶段

2007 年—2011 年，文献量有所下降，进入 2009 年以后逐步

稳定在 70 篇 /年左右。文献统计显示，我国儿童铅中毒研究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出现了数名核心作者，相关研

究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图 1 1975—2011 年我国儿童铅中毒文献年代分布

2. 2 论文期刊源分布

对论文的期刊源分布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

核心期刊，对于研究人员的稿件投向有着参考意义，为他们

更迅速的发表研究成果提供引导。结果表明，1172篇论文分

布在 372 种公开出版的期刊上。载文量在 15 篇以上的期刊共

有 12 种 ( 见表 1) ，共发表儿童铅中毒研究论文 437 篇，占发

文总量的 37. 29%。特别是《广东微量元素科学》《中国妇幼

保健》《中国儿童保健杂志》在儿童铅中毒研究中起着重要

的学术导向作用。
表 1 论文的期刊源分布 ( 载文 15 篇以上的期刊)

刊名 发文数量 刊名 发文数量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98 职业与健康 23

中国妇幼保健 86 中华儿科杂志 19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58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18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35 浙江预防医学 18

中国公共卫生 27 临床儿科杂志 15

中国学校卫生 25 中国热带医学 15

注: 载文相同的期刊排名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2. 3 基金文献

1172篇文献中有 75 篇文献由各类基金支持，占文献总数

的 6. 40%，揭示了儿童铅中毒问题已受到各级各类科学基金

的重视。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8 项，各省市科研基金项目 42 项，国际合作基金 5 项。国际

合作基金项目分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的 “中

国部分城市儿童铅中毒防治项目”［2 ～ 4］、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子

项目［5］和美国 Johnson ＆ Johnson 研究基金会基金资助项目［6］。
2. 4 核心作者及研究团队

共有3986位作者发表了有关儿童铅中毒方面的文献，其

中核心作者多位，这说明我国儿童铅中毒研究队伍比较稳定，

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者在真正致力于儿童铅中毒的各类

研究。这些作者根据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共形成了 7 个不

同的团队 ( 见表 2) ，研究儿童铅中毒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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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儿童铅中毒研究团队

团队成员 所在机构 研究方法 研究方向

赵江霞 陈艳 刘继文 田薇
崔君 阿斯娅 朱炎 李玲

新疆医科大学 流行病学研究
不同民族儿童铅中毒遗传易感性研究;
新疆不同民族儿童铅中毒流行病研究

颜崇淮 沈晓明 吴胜虎 章依文
殷洁敏 余晓刚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
医院上海市儿童医学研究所

实验研究、流行病学研究
末梢血纸片法检测血铅的方法学研究;
上海地区儿童铅中毒因素研究

厉志玉 赵正言 杨茹莱 陈汉云
邹朝春 李荣 孙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
院

流行病学研究、对照研究
浙江省学龄前儿童血铅水平调查及分
析

马融 薛征 张喜莲 魏小维
王亚雷 李亚平 刘璇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临床研究、文献研究、
实验研究

儿童铅中毒中医症候研究; 中医中药
治疗儿童铅中毒研究

秦俊法 李增禧 楼蔓藤 李国文
罗海潘 巫秀芳 肖益新等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

流行病学研究、文献研究
发铅检测法和血铅检测法的实际应用
研究; 儿童铅中毒率的分析研究

马越明 张倩 倪林仙 徐华
樊茂 庄宇等

昆明市儿童医院中心实验室 流行病学研究 云南地区儿童血铅水平调查研究

戴耀华 樊朝阳 谢晓桦 张帅明
吕京 谈藏文

首都儿科研究所 流行病学研究
儿童铅中毒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城市
儿童血铅水平调查

2. 5 作者机构

国内发表儿童铅中毒研究文献前 14 位的机构 ( 按第 1 单

位分析) 分别是: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 14 篇) 、
昆明市儿童医院 ( 14 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 13 篇)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 12 篇) 、新疆医科大学 ( 11
篇) 、首都儿科研究所 ( 9 篇)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 9 篇) 、中国医科大学 ( 9 篇)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 9 篇) 、广州市儿童医院 ( 7 篇) 、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 ( 7
篇) 、杭州师范学院 ( 7 篇) 、郑州市儿童医院 ( 7 篇) 、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 7 篇) 。这 14 个

机构发表文献量占文献总量的 11. 52%，其科研水平和论文质

量能代表我国儿童铅中毒研究的水平。我国儿童铅中毒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研究机构。儿童铅中毒的

预防和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协作，特别是公共卫生和儿科

专业及心理行为发育专业的协作，建议国内各相关学科间加

强横向的联系，因为儿童铅中毒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

一个社会问题，为了促进优生优育优教工作，儿童铅中毒的

预防应成为儿童重点保健工作之一。
2. 6 作者地区

按照作者所属机构地区的不同进行分析，显示与发文作

者的分析结果相一致。我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对

儿童铅中毒有文献研究。我国儿童铅中毒研究的主要发文地

区为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广东、山东、新疆，发文 656
篇，占总发文量的 55. 97%，这与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相对

发达有一定的关系。而海南、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儿童铅

中毒文献量比较少，合计为 60 篇，只占总量的 1. 41%。另外

每个地区关注儿童铅中毒研究的方向不一，这也与不同地区

儿童铅中毒发病特点、研究对象的不同和研究者关注视角等

有关。
2. 7 主题研究

儿童铅中毒研究的主题内容比较广泛，论文主题主要涉

及职业流行病学、诊断、治疗护理、危险因素、健康危害、
生物学和生化指标、健康教育等方面。
2. 7. 1 职业流行病学调查所占比例最多，占总文献量的

31. 23%。这也说明了流行病调查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

的研究工作。
儿童铅中毒的普遍性常以儿童平均血铅水平和铅中毒的

流行率两个指标来反映。37 年来，国内不断有关于儿童铅中

毒的调查报告，结果普遍提示我国儿童血铅水平较高，铅中

毒现象严重。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缺少能够代表全国儿童

血铅平均质量浓度的，经严密设计、严格质量控制的儿童血

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由于流行病学调查设计方法不统一，

血标本采集及血铅测定方法不一致，调查过程缺乏统一的质

量控制体系，因此，调查结果无法进行整合、分析和统计，

也无法反映我国现阶段儿童血铅质量浓度的现状［7］。为明确

我国儿童铅中毒的现状，建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全国

范围内的儿童铅中毒流行病学调查，在统一抽样标准、统一

仪器测定血铅及加强质控的前提下，获取我国儿童铅中毒的

确切流行率，全面掌握我国儿童铅中毒的情况，为制定出符

合我国国情的儿童铅中毒诊断与治疗标准提供可靠依据。
2. 7. 2 铅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在逐渐深入，儿童铅中毒诊

断标准有待斟酌。从 1991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CDC)

制定儿童铅中毒的诊断标准以来，我国一直执行这个标准，

即血铅水平≥100 μg /L，无论是否有临床症状、体征或其他

血液生化变化，即可诊断为铅中毒［8］。2006 年我国试行新的

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预防指南标准［9］，提出了高铅血症概

念。根据新标准，连续两次静脉血铅水平为 100 ～ 199 μg /L

为高铅血症; 连续两次静脉血铅水平≥200 μg /L 为铅中毒。
限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目前把血铅浓

度 100 μg /L 定义为儿童临床可接受的水平，≥100 μg /L 诊断

为儿童铅中毒，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大部分城市儿童铅中毒诊

断标准确定为 60 μg /L［10］。2012 年初，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儿童铅中毒预防咨询委员会对儿童铅中毒预防指南的相关

内容进行了修订。鉴于铅对儿童智力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 ＞
100 μg /L 水平，在 ＜ 50 μg /L 情况下，仍存在负面影响，而

我们目前所采用的儿童铅中毒诊断标准 ( 100 μg /L) 是否仍

然适用，有待进一步斟酌［11］。
2. 7. 3 儿童铅中毒的危险因素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异，尤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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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我国，造成儿童

铅中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献统计表明［12］，国内儿童铅中

毒危险因素研究结果大致相似，主要危险因素有住房楼层低、
离交通主干道近，住房附近有铅作业工厂，父母从事铅相关

职业，常吃爆米花、松花蛋、膨化食品、罐头食品，常咬铅

笔等。这些危险因素的研究为儿童铅中毒的预防和干预提供

了依据，也为健康教育提供了资料。
2. 7. 4 铅对儿童健康危害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铅对儿童智能

和心理行为的影响及对儿童体格发育的影响。综合文献研

究［8，13］，证明了铅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作用是不可逆的，也

提示了预防儿童铅中毒较治疗更重要。另一些研究也提示了血

铅过高可能是儿童体格生长落后的原因之一［9，14］。但脑干听觉

诱发电位 ( BAEP) 能否作为临床测量指标来反映铅对神经系

统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此外，我国目前尚无铅

引起儿童青春期发育推迟的报道，其作用机制也尚不清楚，故

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致力于此方面研究，弥补空白［15］。
2. 7. 5 儿童铅中毒是完全可预防的疾病。西方等发达国家目

前十分重视健康教育对防治儿童铅中毒的作用。近年研究显

示开展健康教育是一项有效、廉价、可行的儿童铅中毒防治

措施。沈晓明等［6］将 200 名轻中度铅中毒儿童随机分组，其

中健康教育组给予宣传指导，提高自我防铅意识，纠正儿童

铅暴露的高危行为，而对照组不给予健康教育。3 个月后其结

果显示健康教育组儿童血铅下降 55 μg /L，对照组只下降 33
μg /L，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针对儿童铅污染的高危因

素，对家长和儿童开展预防性健康教育，使之了解铅对儿童

的危害，了解已经发现和可能存在的铅暴露高危因素、铅污

染的来源和途径、铅在体内代谢规律等相关知识，从而改变

家长和儿童的认知和行为，预防和减少儿童铅中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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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息·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成立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 ( 以下简称青年委员会) 成立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中

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安寿、副主任委员李树强、常务委员凌瑞杰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60 余名青年委员会

委员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议由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树强主持。职业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安寿在简短的开幕式上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并鼓励年轻人要开拓创新，通过青年委员会的平台为职业病专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会议首先由青年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凌瑞杰对青年委员会筹备情况以及各位青年委员入选的过程进行了简要介绍。2013
年初筹备组向各单位发放了青年委员会成立通知并要求每个单位推荐优秀的职业病青年工作人员作为遴选委员，筹备组通过对

推荐委员的严格审核，最终在 2013 年 9 月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会上确定了 75 名委员名单。到会青年委员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

对常务委员和副主任委员进行了选举，当选常委 17 名、副主任委员 6 名。成立大会结束后，在李树强主任委员的主持下召开了

第一次常委工作会议。常委们就如何发挥青年优势，开展好青年委员会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并在发挥青年科研能力

优势，推动职业病科研领域平台建设和发展达成了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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