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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黄磷中毒20 年研究及诊断标准探讨

膝合芹
`

宫本花
`

于金书
’

凤 存安
,

王培 兑
`

提 要 对 1 89 名黄磷生产工人连续 5年体检发现
,

4年工龄组工人牙体和牙周患病率分别为 5 8
.

2 %
、

37
.

6%
,

与 3 年工龄组及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P < 0
.

00 1)
。

3一 5年工龄组 X 线摄片
,

下领骨

受损害者56
.

9%
。

同一 患者兼有齿槽骨质吸收与局部密度增高为其显著特点 ( 占9 3
.

9 % ) ,

发病与工龄呈

高度正相关 ( r = 0
.

9 6 5
,

P < 0
.

0 0 2 )
。

对脱离黄磷生产 1 5年的 31 例患者进行随访
,

其中n 例由 I 期进展为 I 期
, 8 例进展为 1 期

。

有 3 例

下领骨X线片呈多囊样或脓肿样改变
,

属罕见病例
。

本文对慢性黄磷中毒的诊断标准进行了讨论
,

建议以 X 线检查为主要依据
,

按照领骨损害范围和程

度将其分为三期
。

关键词 黄磷 磷中毒 下领骨损害

劳动卫生 学调 查

某厂 1 9 6 9年以磷酸三钙 〔C a
3

( P O
;

)
2

〕
、

焦

炭
、

石英砂为原料
,

用电热蒸馏法生产黄磷
。

该厂设备简陋
、

厂房狭小
、

生产条件差
,

除纱布口罩外无任何防护措施
,

工人常在车间

吸烟和进食
。

车间空气中黄磷和磷酸醉 ( P
Z

O
:

) 的平均

浓度分别为 0
.

13 ( 0
.

0 5~ 0
.

1 6 , n = 1 6 ) 和 3
.

1 6

( 1
.

9 6 ~ 4
.

6 2
, n = 1 6 ) m g/ m

, ,

超标率为 1 0 0 %

(黄磷和 P
:

O
:

最高容许浓度分 别 为 0
.

03 和

l m g / nr
,

)
。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
,

生产工人健康状况下

降
,

投产五年被迫停产
。

备 床 资 朴

自1 9 7。~ 1 9 7 4年对 1 89 名生产工人 进 行 5

次观察
,

对直接接触黄磷的31 名炉前工
、

儿名

精制工
、

1 2名上料工拍摄双侧下领骨侧位 X线

片检查
。

1 9 8 4年对脱离黄磷作业 10 年的 2 2例患

者进行随访
, 1 9 8 9年对脱离黄磷作业 1 5年的31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
。

同时选择工龄年龄相近
,

不接触任何毒物的工人进行对照
。

一
、

19 70 ~ 19 74调查结果

1
。

观察组
: 5 年调查中以 1 9 7 2年和 1息73

年的 1 89 人 (男 126
,

女 63 ) 资料较完整
。

平均

年 龄 2 3
`

2岁 ( 1 8~ 3 9岁 )
,

其 中 1 8~ 2 5岁 1 5 5

人
,

占71
.

4 %
。

其龋齿
、

牙齿叩痛
、

牙齿松动

等阳性率分别是工9 7 2年的 .2 82
、

5
.

3 3 、
9

.

5倍
。

丫检验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 P < 0
.

0 0 1 )
。

1 9 7 4年 58 人拍摄双侧下领骨侧位 X 线片
,

4 人拍摄上领骨 X 线片检查
。

发现齿槽骨骨质

吸收者 1 7例
,

占2 9
.

3 % ;
齿槽骨密度增高者 16

例
,

占2 7
.

6 %
,

其中31 例骨质吸收与局部密度

增高兼有
,

占9 3
.

9 %
。

损害从接触黄磷 3 年后

开始发现
,

以后呈逐年增高趋势
。

工龄与发病

呈高度正相关 ( r 二 0
.

9 6 5 ,

P < 0
.

0 0 1 )
。

1 9 8 4年随访肥名患者
,

有 8 例骨质破坏
;

3 例骨质坏死 〔 1〕 (当时未进行对照调查及生化

检验
,

也未进行分期和诊断标准讨论 )
。

2
.

对照组
: 1 8 2人 (男 14 1人

,

女 4 1人 )
,

平均 年 龄 2 3
.

9岁 ( 18 ` 4 。岁 ) 其 中 18 ~ 2 5岁

1 29 人
,

占70
.

9 %
。

阳性检出率与观察组比较
,

差异均有极显著性意义 ( P < 0
.

00 1 )
,

见 表 1
。

对照组 20 人拍摄双侧下领骨侧位X 线片
,

除 2 人患龋齿外
,

余者无阳性发现
。

二
、

领骨损害 20 年动态观察结果

1
.

观察组
:

19 89 年检查接触黄磷 5 年脱

离黄磷作业 15 年的 31 例患者 (男 22
,

女 9 )
,

①山东省烟 台市职业病防治院

③山东医科大学 口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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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观察组与对照组查体结果比较

时 调人

间 查数

神经衰弱

综合征 *

龋 齿 鹅 均 齿眼炎
W B C

牙齿叩痛 牙齿松动 牙 周病 肝 大
< 4 0 0 0 < 1 0 9

甲̀召任J峡ǹ,孟,曰观

!
’ 97 2

篆卜
。 7 3

组
}

P

戛…
’ ” 7 3

P

`

嚣

3 2

1 6
.

9

4 1

2 1
.

7

> 0
.

0 5

3

1
.

6

( 0
.

0 0 1

3 9

2 0
.

6

1 1 0

5 8
.

2

( 0
.

0 0 1

2 0

1 1
.

0

< 0
.

00 1

57

3 0
.

0

3 1

37
.

6

( 0
.

0 0 1

1 0

5
.

5

( 0
.

0 0 1

犷
,

:;
.

8 1 9

1 0
。

0

:犷

< 0
.

0 0 1

2

< 0
.

0 01 < 0
.

0 0 1

4
.

8

) 0
.

0 5

1 8
.

0

> 0
.

0 5

7
.

9

) Q
.

0 5

%89%89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1

17

9
.

0

13

6
.

9

) 0
.

0 5

2

1
.

1

( 0
.

0 1

1
.

6

< 0
.

0 0 1

0
.

5 5

( 0
.

0 1

* 以 头痛
、

头晕
、

失眠
、

多梦
、

疲乏无力等为统计指标

平均年龄 43
.

6岁 ( 36 ~ 5 9岁 )
。

全部拍摄双侧 明
,

病变范围继续扩大
,

破坏区加大
,

大小不等

下领骨侧位 X 线片
,

其中12 人加拍了上下肢长 的破坏区与正常骨无明显界 限 (2)
,

小的破坏区

骨X 线片
,

并进行了口腔
、

内科和肝
、

肾
、

血
、

尿 多数融合呈现溶骨性破坏
,

出现坏死
、

囊样或

等方面的检查
,

发现拍例病人病情仍在进展
。

由 脓肿样改变等
。

有的牙周膜增宽
。

下领骨疼痛及

骨质吸收与骨质疏松进展为骨质破坏的 11 例
; 牙齿损害更加严重

,

下领骨 X线检查指标都明

进展为骨质坏死的 8例
,

占61
.

3 %
。

其中3例 X 显高于对照组
。

丫检验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 P

线片呈现多囊样或脓肿样改变
,

属罕见病例
,

见 < 。
.

00 1 )
。

下领骨和牙体损害较为明显
,

尤其

封四图 3 ~ 6
。

长骨X 线片未见异常改变
。

是骨质破坏及坏死更为突出
。

观察组与对照组

本组黄磷致领骨损害 20 年动态观察结果表 X线检查结果见表 2
。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下领骨X线所见

骨密度
例 数 骨坏死 囊样改变 脓 肿 骨质破坏 须孔扩大 骨质吸收 增高

齿槽 峭 牙 齿
骨质稀疏 萎缩 脱落 牙周病

8

2 5
.

8

3 1

?..
.

。

1 1

3 5
.

5

1 6

5 1
.

6

1

3 1

1 0 0
.

0

2

1 0 0
.

0

5

2 6

83
.

9

1 9

6 1
.

3

5 3

< 0
.

0 1 > 0
.

0 5 > 0
.

0 5 < 0
.

0 01

2
.

8

< 0
.

0 0 1

3 1 2 9

1 0 0
.

0 9 3
.

5

2 1

5
.

5 2
,

8

( 0
.

0 0 1 ( 0
.

0 0 1

5
.

5

( 0
.

0 0 1

1 3
.

9 13
.

9 忿
.

3

< 0
.

0 QI < 0
.

0Q I < 0
.

口0 1

肚36%%观组察对照组P

2
.

对照组
: 3 6人 (男 1 9

,

女 1 7)
,

平均年龄
4 4

.

7岁 (3 4一 5 9岁 )
。

牙及下领骨疼痛
、

龋齿
、 “

龋

均
”

等症状体征
,

非常明显的低于观察组
,

差

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P < 。
.

01 )
,

见表 3
。

表 3 观察组与对照组症状体征调查结果

例 数 牙及下领痛 龋 齿 龋 均 牙冠崩裂或残根 齿眼炎 口腔炎 神衰综合症

1 1

3 5
.

5

8

2

6 5

1 1

3 5
.

5

6

11352
口舀亡口.5.l196141 4

4 5
.

2

2

5
.

6

< 0
.

0 0 1

1 1
.

1

( 0
.

0 0 1 < 0
.

0 1

6
,

6

( 0
.

0 1

2 2
.

8

> 0
.

0 5

2
.

8

> 0
.

0 5

16
.

7

> 0
.

0 5

31%36%观察对组照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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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

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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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一
~

-~ 甲

一
对w B c

、

H b
、

血钙
、

肌醉等检验
、

未发现

明显差异 (P > 0
.

0 5 )
。

观察组 3人尿蛋 白阳性

(其中骨质破坏患者 2人
、

骨坏死患者 1人 )
,

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 P > 。
.

0 5 )
。

讨 论

随着国防科技及工农业的发展
,

接触黄磷

的人数成倍增加
,

河北省即有数万接触者
, 〕 ,

磷毒性损害已引起关注
。

黄磷的主要靶器官是 口腔器官
,
特别是下

领骨损害最严重
,

主要是齿源性
,

有人实验发

现磷蒸气对牙齿有溶解作用
,

可直接作用于牙

齿而引起龋蚀
,

使牙齿软化
,

磷则进入骨膜致

害
` 〕。

H飞l了1t 留 l( 9 6 9) 提到 aJ m eS B ar ke r曾在

暗室内见到受黄磷侵害的下领骨显 现 绿色 磷

光
` ” 。

黄磷也常借龋齿不能及时正确修 复或拔

牙后侵入领骨
,

继发广泛的进行性骨坏 死旧
。

上领骨也可受损害旧
〔” ,
但少见

。

根据本组资料观察
,

黄磷对 口腔器官的损

害表现在牙体和牙周损害上较明显而严重
。

早

。 。 , 、 ,

3 2 工 } 1 2 3 、 。
二 、 一

、 二 、 :、

一一 ~
,
卜

期以簇沂寸廿端
部位为主

,

X线下可 见齿

槽骨质吸收
,

损害程度轻
,

范围小
,

这种损害与

工龄增长呈高度正相关
,

随时间的延长
,

损害
越加严重

,

出现牙齿脱落骨质破坏等
。

一般牙周病和慢性黄磷 中毒所致牙周病
,

其牙槽骨骨质吸收及破坏的X 线表现可有相类

似者
,

单从 X 线诊断来鉴别 尚有一定困难
。

一

般牙周病多为牙石
、

咬合不 良
、

外伤所致
,

发

病年龄多见于中
、

老年人
,

且因一或两侧牙周

袋的慢性炎症而多见有牙根红肿
,

并可伴流脓

现象
。

骨质吸收程度较轻
,

且多较局限而不对

称
〔 3 ,。

而黄磷中毒所引起的牙周病 无 年 龄 限

制
,

骨质吸收程度较重
,

骨质改变范围广泛
。

观察组接触黄磷 5 年 (平均 2 3
.

2岁 ) 后牙周病

患率为 9
.

0 %
, 2 0年后病患 率为 6 1

.

3 %
。

而对

照组则分别为 0和 8
.

3 %
,

有极显著性差异
。

动态观察发现
,

神经 衰弱 综 合征
、

齿眼

炎
、

肝大及WB C
、

H b 偏低
,

早期阳性检出率

较高
,

晚期则与对照组无差异性
。

也未发现其它

骨骼有脱钙
、

自发性骨折及四肢慢性骨髓炎和

肾炎等现象
。

慢性黄磷中毒诊断标准探讨

多次有人提出以领骨损害为主要特征
,
其

中慢性黄磷中毒分三度诊断标准 意见
、

即 〔 , , ,

认

为有一定应用价值
,

但有些界限似难以掌握
。

J’I eT aB eT 根据领骨损害程度将慢性黄磷中毒分

为三期即 (第一期牙痛
、

下领痛
、

无体征
;
第

二期为骨质疏松
;
第三期骨质破坏 )

。

在 I 期

中只强调症状而忽视体征
,

也无X 线 检 查 依

据
,

容易出现
“

冒
”
诊现象

。

l 期 无 骨 质坏

死
,

易出现漏诊
。

而 T p H H e T 6 B B则把磷毒性领

骨损害分为四期
〔 , ’ ,

实际 是在上述分期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畸型期
。

根据本组调查资料
,

在具备一定职业流行

病学特点及临床征象基础上
,

依据X 线所见领

骨病变范围和损害程度
,

提出慢性黄磷中毒诊

断分期标准如下
。

I 期中毒 (骨质吸收或疏松 )
:

病变范围

一 3 2 1 ! 1 2 3 、 , 。
。 * , 、 、 ,卜

一
、 , 、 。

一 3 2 1 ! 1 2 3
『

~ 一”
-

一 “ 、
一

’

一
` ’ ` ’

显
。

其X 线表现为齿槽蜡萎缩
,

髓 腔 骨 质疏

松
,

小的骨小梁吸收
,

剩下大的骨小梁与正常

骨界限不清
,

病变逐渐移行到正常骨组织中
,

出现程度不同的牙周膜增宽
。

亚期中毒 (骨质破坏 )
:

病变范围扩大到

5 4

5 4

4 5

4 5
部位

。

髓腔破坏
,

像虫噬
,

有的有

硬边
,

伴有根周炎
,

有骨质疏松
、

颊孔变形扩大

等
。

l 期中毒 (骨质坏死 )
:

病变范围扩大到

8 7 6

8 7 6

6 7 8

6 7 8
部位

。

齿槽骨重度萎缩
,

呈现

溶骨性破坏
,

大小不一
,

不规则
,

许多小的破

坏区融合成大的破坏区
,

有的与齿根相连
,

颇

孔扩大
,

呈不规则形或完全消失
。

领骨过度脱

钙
,

出现囊样改变或脓肿疹管等
。

关于观察对象
:

认为凡是黄 磷 直 接接触

者
,

车间空气环境黄磷超过标准容许浓度
,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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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工龄 3 ~ 5 年者可列为观 察 对 象
。

资料证

明
,

毒效应明显
,

迁延期长
。

脱离接触 15 年后

仍有 6 1
.

3 %的病人病情在进展
。

因此认为可直

接列入观察对象
。

上述分期诊断标准
,

不仅考虑到慢性黄磷

中毒的职业流行病学特征及其临床现象
,

但更

着重领骨病变范围和损害程度
。

与其它诊断分

期相比具有容易掌握
,

便于统一诊断水平
,

由

诊断分期便可了解患者病情
,

不易出现
“

冒
”

诊
、

诊漏等特点
。

依据上述诊断分期标准
,

本组诊断为 I 期

慢性黄磷中毒 1 2例
,

I 期 11 例
,

I 期 8 例
。

本组慢性黄磷中毒的主要临床特征有六方

面
:

( 1 ) 发病与工龄增长呈高度 正 相 关 ,

( 2 ) 牙及下领骨疼痛
、

龋齿发病快
、

患病率

高
、

龋均 5
.

5
,

牙齿脱落 严 重
;

( 3 ) 同一患

者骨质吸收与密度增高往 往 兼 有 ; ( 4 ) 黄

磷蓄积性毒对领骨的损害特异性强
,

迁延时间

长
; ( 5 ) 皿期中毒损害最严重的部位也是 I

偏低及贫血等疾病
,

应禁止从事黄磷作业
。

及

时治疗口腔炎症
,

正确修复牙体疾病都极为重

要
。

本组病例所处环境浓度
,

毒效应明显
,

损

害严重
,

接触 5 年体内已蓄积足以产生严重职

业性中毒的磷毒
,

呈现明显
“

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

因此建议重新制定车间空气中黄磷最高容许浓

度标准
。

(本文领骨X 线片曾请中国医学科学院 {吴执 中 {教授
、

青

岛医 学院曹来宾 教授审阅指导
。

本文经北京医 科大学 口腔医

学院郑麟蕃教授
、

上海第六人民 医 院任引津教授
、

山东 医科

大 学口腔系孙涌泉教授
、

王雅娴教授
、

山东省劳研所乔赐彬研

究员
、

郑遵贤主任 医师及济南市职防院李武曾院长等审阅指

导
,

特此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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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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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

河南四省从事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
、

科研
、

教学等工作的代表共盯人参加了会议
。

大会共收集论文
1 69 篇

,

其中大会交流 22 篇
、

专业学组交流 3 6篇
,

其余为书面交流
。

与会代表共聚一堂
,

广泛地交流 了近儿年来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的科研成果
、

工作经验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
。

会议内容丰富
,

学术气氛浓厚
,

将为推动

四省的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起积极作用
。

(杨乐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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