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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某蓄电池厂 ６３２ 名铅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和血铅含量测定。 结果显示， ６３２ 名铅作业工人中血铅＞６００ μｇ ／ Ｌ
者 ６８ 人 （１０ ７６％）， ４００～６００ μｇ ／ Ｌ 者 ２０１ 人 （３１ ８０％）。 男

性血铅异常率明显高于女性 （Ｐ＜０ ０５）； 男性心电图、 血红

蛋白、 血常规各项异常率均高于女性 （Ｐ＞０ ０５）； 尿常规异

常率女性高于男性 （Ｐ＜０ ０５）。 提示该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

职业危害现状较为严峻， 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控制铅中

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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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我国精铅产量占全球 ４２ ８％ ［１］ 。 卫计委 ２０１４ 年发

布数据显示， 铅及其他化合物 （不包含四乙基铅） 引起慢性

职业中毒人数位列第二位［２］ 。 为了解某蓄电池厂铅作业人员

的健康状况， 我们对该厂 ６３２ 名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结

果进行分析， 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某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 ６３２ 人， 其中， 男性 ４９０ 名、
女性 １４２ 名， 平均年龄 （４５ ７２±６ ７） 岁， 平均铅暴露工龄

（１４ ４３±１１ ０） 年。
１ ２　 方法

依照我国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对铅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 工

龄等基本信息， 一般医学生理指标检测， 症状询问， 内科常

规检查、 神经系统常规检查， 血铅或尿铅、 血常规、 尿常规、
心电图等实验室检查。 血铅测定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依据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ＧＢＺ３７—２０１５） 确定健

康检查周期： 血铅＜４００ μｇ ／ Ｌ 者， 每年体检 １ 次； 血铅 ４００ ～

６００ μｇ ／ Ｌ 者， 每 ３ 个月复查血铅； 血铅＞６００ μｇ ／ Ｌ 结合临床

表现可诊断为铅中毒。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筛选，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

法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血铅水平检测结果

依据职业健康体检结果， 血铅＜４００ μｇ ／ Ｌ 者 ３６３ 人， ４００
～ ６００ μｇ ／ Ｌ 者 ２０１ 人 （ ３１ ８０％）， ＞ ６００ μｇ ／ Ｌ 者 ６８ 人

（１０ ７６％）。 男性血铅异常率明显高于女性，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 ０５）。 作业工人工龄在 ０ ～ ９ 年血铅异常率最高，
达到 ４７ ２２％； 年龄主要集中在 ３０ ～ ５９ 岁， 其中 ４０ ～ ４９ 岁工

人血铅异常率最高， 占 ４５ ５６％； ２０～２９ 岁工人血铅＞６００ μｇ ／
Ｌ 检出率最高， 占 １７ ６５％。 见表 １。
　 　 表 １　 ６３２ 名不同特征铅作业工人血铅水平 例数（％）

特征因素 体检人数
血铅 （μｇ ／ Ｌ）

＜４００ ４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
χ２值 Ｐ 值

性别 ６７ ６５５ ＜０ ０５

　 男 ４９０ ２３９ （４８ ７８） １８５ （３７ ７６） ６６ （１３ ４７）

　 女 １４２ １２４ （８７ ３２） １６ （１１ ２７） ２ （１ ４１）

工龄 （年） １１ ５５５ ＞０ ０５

　 ０～９ ３２４ １７１ （５２ ７８） １２２ （３７ ６５） ３１ （９ ５７）

　 １０～１９ １１０ ６７ （６０ ９１） ３１ （２８ １８） １２ （１０ ９１）

　 ２０～２９ ８９ ５４ （６０ ６７） ２３ （２５ ８４） １２ （１３ ４８）

　 ≥３０ １０９ ７１ （６５ １４） ２５ （２２ ９４） １３ （１１ ９３）

年龄 （岁） ７ ６６３ ＞０ ０５

　 ２０～２９ １７ １０ （５８ ８２） ４ （２３ ５３） ３ （１７ ６５）

　 ３０～３９ ７０ ４１ （５８ ５７） ２４ （３４ ２９） ５ （７ １４）

　 ４０～４９ ３４９ １９０ （５４ ４４） １２３ （３５ ２４） ３６ （１０ ３２）

　 ≥５０ １９６ １２２ （６２ ２４） ５０ （２５ ５１） ２４ （１２ ２４）

２ ２　 不同性别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男性心电图、 血红蛋白、 血常规异常率均高于女性 （Ｐ＞
０ ０５）， 女性尿常规异常率高于男性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心

电图异常主要为窦性心律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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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性别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异常情况

例数（％）

性别 体检人数 心电图 血红蛋白 血常规 尿常规

男 ４９０ ８６（１７ ５５） ３５（７ １４） ２８（５ ７１） ５１（１０ ４１）

女 １４２ １９（１３ ３８） １０（７ ０４） ８（５ ６３） ４２（２９ ５８）

合计 ６３２ １０５（１６ ６１） 　 ４５（７ １２） ３６（５ ７０） ９３（１４ ７２）
χ２值 １ ３８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３２ ２３６

Ｐ 值 ０ ２４０ ０ ９６７ ０ ９７１ ＜０ ０５

２ ３　 不同血铅水平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６３２ 名工人中， 血铅≥４００ μｇ ／ Ｌ 人群， 血红蛋白、 血常

规异常率高于血铅＜４００ μｇ ／ Ｌ 者 （Ｐ＞０ ０５）； 心电图、 尿常规

异常率低于血铅＜４００ μｇ ／ Ｌ 人群， 其中尿常规异常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血铅水平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异常情况比较

例数（％）

血铅（μｇ ／ Ｌ） 体检人数 心电图 血红蛋白 血常规 尿常规

＜４００ ３６３ ６３（１７ ３６） ２２（６ ０６） １９（５ ２３） ６５（１７ ９１）

≥４００ ２６９ ４２（１５ ６１） ２３（８ ５５） １７（６ ３２） ２８（１０ ４１）

合计 ６３２ １０５（１６ ６１）　 ４５（７ １２） ３６（５ ７０） ９３（１４ ７２）
χ２值 ０ ３３８ １ ４４８ ０ ３３９ ６ ９２０

Ｐ 值 ０ ５６１ ０ ２２９ ０ ５６０ ０ ００９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 果 显 示， 工 人 血 铅 ＞ ６００ μｇ ／ Ｌ 者 ６８ 人

（１０ ７６％）， 血铅 ４００～６００ μｇ ／ Ｌ 者 ２０１ 人 （３１ ８％）。 铅作业

工人中男性血铅异常率明显高于女性， 这与张玲等［３］ 、 梁嘉

斌等［４］报道结果相一致。 原因可能是男性暴露于高危工种的

比例高， 且男性工人防护意识及敏感性普遍较差。 工龄 ０ ～ ９
年的工人血铅异常率最高， 其原因可能与入职前未做好相应

的岗前培训、 工人对作业环境的危害认识不足、 缺乏自我保

护意识有关。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 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中

心电图、 血红蛋白、 血常规各项异常率男性均高于女性， 这

与李艳平等［５］研究结果相反， 可能与男性吸烟、 饮酒等不良

生活习惯有关， 也可能与遗传背景、 营养状况及个体敏感性

有关［６］ ； 尿常规异常率女性高于男性， 可能与女性特殊生理

结构有关， 如阴道分泌物进入尿液而导致尿蛋白异常等。 血铅＜
４００ μｇ ／ Ｌ 的作业工人尿常规异常率高于血铅≥４００ μｇ ／ Ｌ 工人，
主要与女性血铅＜４００ μｇ ／ Ｌ 者较多 （占 ８７ ３２％） 有关。

综上所述， 该蓄电池厂的铅作业工人职业危害现状不容

忽视， 工人身体健康状况并不乐观， 建议该厂加强工艺改造，
实现生产过程机械化、 自动化、 密闭化， 同时加强通风防护

设施， 在关键位置设置吸尘排气罩， 定期检测车间空气中铅

浓度， 做好职业健康监护， 提高铅作业工人在接铅过程中的

自我保护意识。 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有效预防和控制职

业性铅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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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肿瘤医院中毒职业病科， 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５）

　 　 摘要： 采用自制百草枯中毒急救知识调查表对随机选取

的徐州市 ２０ 所乡镇卫生院基层医护人员百草枯中毒急救知识

现状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发放问卷 ２５０ 份， 回收问卷

２２２ 份， 回收率 ８８ ８％。 问卷采用百分制， 平均得分 ７２ ５ 分，
其中医生平均 ７４ １ 分、 护士平均 ６５ ６ 分。 错误率最高的为

“最适宜的洗胃量选择” （１１５ ／ ２２２）， 错误率在 “有无中毒培

训经历” 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 “最适宜的洗胃量选

择” “眼睛沾染百草枯冲洗时间选择” “洗胃插管途径选择”
的错误率在职业、 工龄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错误率在

职称、 学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医生的急救知识好于

护士， 工龄较长的医务人员急救知识错误率相对较低。
关键词： 百草枯中毒； 急救知识； 基层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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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为联吡啶类化合物， 对人畜均具有较强的毒性，

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剂， 自服、 误服百草枯中毒的死亡率

很高［１］ ， 所以尽早采取措施清除体内毒物是成功救治百草枯

中毒患者的基础［２］ 。 在我国， 百草枯中毒事件多发生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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