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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用氟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某化肥厂作业环境氟浓

度和接触氟作业的 ４３ 名工人班前晨尿氟浓度， 依据 《氟斑牙

临床诊断标准》 （ＷＳ ／ Ｔ２０８—２０１１） 诊断氟斑牙。 该化肥厂作

业环境氟浓度未超过国家职业卫生限值； 尿氟检测两次的 １１
人， 第二次尿氟均值显著高于第一次 （Ｐ＜０ ０５）； 接氟工人

尿氟水平对氟斑牙发病情况无明显影响 （Ｐ＞０ ０５）。 随着接

氟工龄的增加， 尿氟水平增高， 应加强防护， 降低氟对人体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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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生产工人接触氟的机会明显

增多， 氟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 本文对某化肥厂磷铵

车间和磷酸车间接触氟作业工人尿氟水平及氟斑牙发病情况

进行了调查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某化肥厂磷铵车间和磷酸车间 ４３ 名

接触氟作业工人的基础性资料和尿氟水平资料。 其中， 男 ３６
人、 女 ７ 人； 年龄 ２９～ ５１ 岁， 平均年龄 ４１ ０ 岁； 工龄 １ ～ ２０
年， 平均工龄 １０ ３ 年。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尿氟收集与检测　 接氟工人分批次留取脱离接触 ２４ ｈ
后的班前尿 １００ ｍｌ， 连续测定 ３ 次， 取均值作统计分析。 应

用氟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尿氟浓度。
１ ２ ２　 工作场所空气氟采集与检测　 采样前对工作场所进行

现场调查， 按照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２００４） 的要求采集氟化物， 然后用氟离子选择性

电极法测定车间氟化物浓度。
１ ３　 参考标准

尿氟水平评价标准参照 《人群尿氟正常值》 （ＷＳ ／ Ｔ２５６—
２００５）， 作业环境氟浓度评价标准参照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氟斑牙诊断标准参照 《氟斑牙临床诊断标准》 （ＷＳ ／ Ｔ２０８—
２０１１）。

１ ４　 统计学分析

建立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数据库， 录入相关资料，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用均值±标准差 （ｘ±ｓ）
表示， 并进行 ｔ 检验； 计数资料用 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 １　 车间空气氟浓度检测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车间氟化物浓度检测结果见表 １， 均未

超过国家职业卫生限值。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车间空气氟浓度检测结果 ｍｇ ／ ｍ３

　 　 作业场所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磷铵车间控制室 ０ ４２ ＜０ ０１７

磷酸车间反应槽 ０ ０２ ／

磷酸车间尾气洗涤 ０ １１ ＜０ ０１７

磷酸罐区 ／ ０ １０

磷酸车间控制室 ０ ５２ ＜０ ０１７

磷酸车间过滤岗位 ／ ０ ０８

注： “ ／ ” 表示未检测。 国家空气氟化氢浓度职业接触限值 （ＭＡＣ）

为 ２ ｍｇ ／ ｍ３。

２ ２　 接氟工人尿氟水平及氟斑牙发病情况

４３ 名接氟工人尿氟水平为 ０ ４２ ～ ３ ６９ ｍｇ ／ Ｌ， 平均 １ ４５
ｍｇ ／ Ｌ。 其中， １３ 人尿氟水平超标， 超标率 ３０ ２３％； １０ 人患

轻度氟斑牙， 发病率 ２３ ２６％。 本次调查的 ４３ 名工人中， 有

１１ 名工人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进行了两次尿氟水平的检测。
２ ３　 不同工龄接氟工人尿氟水平的比较

接氟工龄≤５ 年者 １１ 人， 尿氟水平 （１ ５２±０ ８８） ｍｇ ／ Ｌ；
６～１０ 年 １１ 人， 尿氟 （１ ５９±０ ９５） ｍｇ ／ Ｌ； １１～１５ 年 ９ 人， 尿

氟 （１ ３４ ± ０ ５８） ｍｇ ／ Ｌ； ＞ １５ 年 ８ 人， 尿氟 （ １ ３５ ± ０ ７２）
ｍｇ ／ Ｌ。 不同工龄工人尿氟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 ＝ ０ ２３，
Ｐ＝ ０ ８８）。
２ ４　 接氟工人两次尿氟水平比较

１１ 人第一次尿氟水平 ０ ７９～１ ７２ ｍｇ ／ Ｌ， 均值 １ １８ ｍｇ ／ Ｌ；
第二次尿氟范围 ０ ８７ ～ ３ １７ ｍｇ ／ Ｌ， 均值 １ ９７ ｍｇ ／ Ｌ，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２ ５　 接氟工人尿氟水平与氟斑牙发病的关系

尿氟水平升高的接氟工人中， 轻度氟斑牙 ５ 人， 检出率

３８ ４６％ （５ ／ １３）； 尿氟正常者检出氟斑牙 ５ 人， 占 １６ ６７％
（５ ／ ３０）。 经统计分析， 尿氟水平对氟斑牙发病无显著性影响

（χ２ ＝ １ ３５， 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依照 《人群尿氟正常值》 （ＷＳ ／ Ｔ２５６—２００５）， 成人尿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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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应≤１ ６ ｍｇ ／ Ｌ。 本调查中， １３ 人尿氟水平超标， 超标率

３０ ２３％， 虽然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检测的车间空气氟浓度值很

低， 但是氟作业工人尿氟仍超标， 可能因为人体内氟含量有

了一定蓄积。 该企业接氟工人工龄对尿氟水平无显著影响，
但 １１ 名接氟工人 ４ 年内两次尿氟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

明作业工人随着接氟工龄的增加， 尿氟水平有增高的趋势。
氟斑牙是过量氟化物摄入导致氟中毒的最敏感、 且具特

异性病理改变的诊断指标， 是慢性氟中毒最早出现的特异指

标。 本调查中， 总体氟斑牙检出率为 ２３ ２％， 且尿氟水平对

氟斑牙发病无显著影响。
为了防止工业性氟病的发生， 企业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 改善工人作业环境， 使工作场所保持良好的通风，
同时加强职工卫生防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工人的自我防

护意识， 正确使用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加强健康监护， 根

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的要求， 定

期为职工进行健康体检， 建立职工健康档案， 以保证企业职

工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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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职业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杭

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的 ３８７ 例尘肺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新

发尘肺壹期 ２４２ 例 （６２ ５３％）、 贰期 ８５ 例 （２１ ９６％）、 叁期

６０ 例 （１５ ５１％）； 患者平均发病年龄 （５４ ０９±８ ８８） 岁， 平

均发病工龄 （１５ １３±８ ６９） 年。 提示我市尘肺病发病呈上升

趋势， 特别是贰、 叁期病例比例增加， 且平均发病工龄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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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７５０ ３００例［１，２］ 。 尘

肺为浙江省职业病高发的病种， 占总报告数的 ７４ ４８％ ［３］ 。 本

文通过对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诊断的 ３８７ 例病

例进行统计分析， 探讨该市近年新发尘肺病的分布现状、 发

病规律、 流行趋势。
１　 资料与方法

３８７ 例尘肺病例来源于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的诊断资料，
占杭州市总尘肺病新发病例的 ７０％左右。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

法， 分析新增病例期别构成、 发病年龄及工龄和尘肺种类、
时间、 区域、 行业、 企业、 工种分布的特点。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 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 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 Ｐ 值取双侧概率， 检

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新发尘肺病例基本情况

３８７ 例新发病例中男女病例分别为 ３７５ 例、 １２ 例。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报告例数最多， ２０１４ 年发病例数有所降低。 尘肺种类

依次为矽肺 ２３３ 例 （６０ ２１％）、 煤工尘肺 １２０ 例 （３１ ０１％）、
电焊工尘肺 ３０ 例 （７ ７５％）， 石棉肺、 陶工尘肺、 碳黑尘肺、
其他尘肺例数较少。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杭州市各种新发尘肺病例时间及种类分布

年份 矽肺 煤工尘肺 电焊工尘肺 其它 合计

２００９ １３ １ ３ ０ １７
２０１０ ２０ ３ ８ ０ ３１
２０１１ ２８ ２３ ５ ０ ５６
２０１２ ５８ ３４ ７ 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７５ ３７ ２ ０ １１４
２０１４ ３９ ２２ ５ ３ ６９
总计 ２３３ １１９ ３０ ４ ３８７

注： 其它包括石棉肺 １ 例、 陶工尘肺 １ 例、 碳黑尘肺 １ 例、 其他尘肺

１ 例。

２ ２　 新发病例期别构成

３８７ 例新发病例中， 壹期 ２４２ 例 （６２ ５３％）、 贰期 ８５ 例

（２１ ９６％）、 叁期 ６０ 例 （１５ ５１％）。 参照我国 ２００６ 年调查资

料［１］ ， ２００６ 年现存病例中壹期占比 ６５％， 贰期占比 ２５％， 叁

期占比 １０％， 比较发现， 杭州市近 ６ 年新发病例中叁期病例

的比例略高， 如考虑到壹、 贰期病例的自然晋级， 则现存病

例中叁期病例的比例会更高。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杭州市新发尘肺病例期别分布 例 （％）

年份 例数 壹期 贰期 叁期

２００９ １７ １１ （６４ ７１） ６ （３５ ２９） ０
２０１０ ３１ ２２ （７０ ９７） ５ （１６ １３） ４ （１２ ９０）
２０１１ ５６ ３０ （５３ ５７） １２ （２１ ４３） １４ （２５ 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００ ４６ （４６ ００） ３１ （３１ ００） ２３ （２３ 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１４ ７７ （６７ ５４） ２３ （２０ １８） １４ （１２ ２８）
２０１４ ６９ ５６ （８１ １６） ８ （１１ ５９） ５ （７ ２５）
合计 ３８７ ２４２ （６２ ５３） ８５ （２１ ９６） ６０ （１５ ５１）

２ ３　 发病年龄及工龄

新发病例的平均发病年龄为 （５４ ０９±８ ８８） 岁， 近 ６ 年

历年平均发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但新增病

例中发病年龄分布有显著区别 （Ｆ＝ ３ １４２， Ｐ ＝ ０ ０１５）， 主要

分布在 ４０ ～ ７０ 岁之间， 占 ９１ ５０％ （３５４ ／ ３８７）。 病例平均发

病工龄为 （１５ １３±８ ６９） 年。 各种类尘肺的平均发病工龄分

别为电焊工尘肺 ９ ０８ 年、 煤工尘肺 １２ ３ 年、 矽肺 １７ ２４ 年、
石棉肺 １１ 年， 均短于我国大陆平均发病工龄。 杭州近 ６ 年新

增病例中发病工龄＜１０ 年的比例逐渐上升， 最低发病工龄＜１
年的 １ 例， ＜２ 年的 ７ 例， ＜５ 年的 ３１ 例， ＜１０ 年 １２０ 例，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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