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有明显关系。 i2= 2. 26, P < 0. 05, 见表 6。

表 6 肺癌与吸烟的关系

分组 人数 发病数 累积发病率 (‰ ) i2 P值

吸烟 124 4 32. 26

不吸烟 406 5 12. 32
2. 26 < 0. 05

3　讨论

3. 1　石棉对工人的健康危害主要有三种: 石棉肺、肺

癌和弥漫性胸膜间皮瘤以及与石棉有关的其他肿瘤 ,

近年来也有一些其他癌发病增加的报道。本次队列研

究选择的人群为 1972年以前人员 , 至今最短也有 23

年 ,并把最短接触工龄限制为 1年 ,符合职业流行病学

研究常规。本次调查肺癌死亡 9例 ,分别占全死因和全

肿瘤死亡的 20. 34%和 15. 25%。 肺癌 SM R男 5. 09,

女 6. 82, 高于一般人群 , 与国外一些报道一致。

3. 2　关于肺癌潜伏期和发病工龄 ,国外有报道潜伏期

18～ 24年达高峰。 本次调查男女分别为 23. 3和 28. 3

年。 肺癌发病工龄均在 10年以上。

3. 3　本次调查发现石棉生产工人肺癌的发生具有明

显职业特征 ,其发生与工种和接尘浓度有明显关系 ,结

果与国内外报道一致。

3. 4　关于石棉工人中吸烟对肺癌的影响报道亦很多 ,

认为吸烟有促癌协同作用。 本次调查吸烟与不吸烟工

人肺癌发病有显著性差异。我们认为 ,为预防石棉生产

工人发生肺癌 ,必须加强戒烟的宣传教育 ,提高对石棉

作业环境吸烟危害的认识。

(收稿: 1995-10-20　修回: 1996-03-25)

铅对黄金冶炼女工生殖机能影响的流行病学分析

刘正军　许雪春　刘　燕

　　为改善劳动条件 , 保护铅作业女工及其后代的身

体健康 , 我们对某黄金冶炼厂铅作业女工生殖机能进

行了流行病学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接触组 72人为某黄金冶炼厂接触铅的女工 ,从事

铅作业 2年以上 , 年龄在 22～ 42岁之间 , 从事铅作业

前无明显月经异常者。对照组 50人为本厂不接触任何

毒物的行管、 勤杂人员 , 工龄 2年以上 , 年龄在 23～

42岁之间 , 其他条件同接触组。 均为已婚者。

1. 2　调查指标及方法

生产环境铅浓度监测 ,职业性体检 , 询问职业史、

月经、 生育史 , 测尿铅 (双硫腙法 )。

2　结果

2. 1　一般概况

该厂建于 1958年 , 以铅精矿 (铅金共生矿 ) 为主

要原料 , 采用火法高炉冶炼 , 经熔炼首先生产大量粗

铅 , 然后通过铅电解 , 把铅、 铜等伴生产品分离出来 ,

再提取黄金。黄金冶炼整个工艺过程多数是熔炼铅、电

解铅的过程。 该厂为半敞开式生产 , 防毒防尘设备较

差 ,车间铅烟、铅尘浓度常年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每年

都有 20～ 30名铅中毒病人作驱铅或其他治疗。

2. 2　铅浓度测定结果

　　作者单位: 450052郑州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刘正军、

许雪春 ) ; 河南医科大学第三附院 (刘燕 )

　　用滤膜法 ,每天 1次 ,连续测试 3天 ,用溶出分析

法进行实验分析 , 结果见表 1。

表 1　车间空气中铅浓度测定结果 ( mg /m3 )

测定地点 样品数 范围 平均浓度
平均超标

倍　　数

制料 (铅尘 ) 6 0. 38～ 0. 53 0. 46 9. 20

烧结 (铅烟 ) 9 0. 10～ 0. 44 0. 33 11. 00

熔炼 (铅烟 ) 9 0. 39～ 1. 33 1. 18 39. 33

制板 (铅尘 ) 6 0. 04～ 0. 31 0. 26 5. 20

浇铸 (铅烟 ) 9 0. 30～ 0. 34 0. 32 10. 67

电解 (铅烟 ) 9 0. 35～ 1. 24 0. 68 22. 67

　　由表 1可见 , 该厂多数作业点铅平均浓度超过国

家标准几倍甚至几十倍。

2. 3　健康调查结果

2. 3. 1症状和体征　接触铅女工多以头晕、 头痛、 失

眠、 多梦、 记忆力减退 , 口内金属味 , 咽喉刺痒 , 肢体

麻木、 乏力 ,腹部不适为主诉。检查则以心律不齐 ,鼻

炎 ,肝肿大等多见。对照组女工未发现异常的症状和体

征。

2. 3. 2尿铅　接触组尿铅均值为 0. 325± 0. 182μmol /

L , 范围 0. 048～ 2. 050μmol / L, 其中有 8例超过

0. 39μmo l /L; 对照组尿铅均值为 0. 052± 0. 023μmol /

L ,范围 0. 024～ 0. 130μmo l /L ,无 1例超过 0. 39μmol /

L , 两组比较 , 有显著性差异 , 说明接触组女工体内铅

负荷水平较高。

2. 3. 3铅作业女工月经情况与对照组比较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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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铅作业女工月经情况与对照组比较

接触组 对照组

观察人数 (人 ) 72 50

平均年龄 (岁 ) 25. 80± 3. 48 27. 12± 3. 78

平均工龄 (年 ) 6. 61± 4. 25 7. 34± 4. 80
月经异常人数 (% ) 45 ( 62. 5)* * 17 ( 34. 0)

月经周期异常例数 (% ) 25 ( 34. 72) 11 ( 15. 28)

痛经例数 (% ) 20 (27. 78)* 5 ( 10. 0)

经量异常例数 (% ) 13 ( 18. 06) 8 ( 16. 0)

　　* * P < 0. 01, * P < 0. 05

由表 2可见 , 铅作业女工月经异常的频率为

62. 5%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34% ) , 月经异常中以周期

异常占首位 , 发生率为 34. 72% (包括月经周期紊乱、

延长或缩短 ) , 其次为痛经 , 发生率为 27. 78%。

2. 3. 4铅作业女工自然流产率与对照组比较　铅作业

女工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 05) ,见表 3。

表 3　铅作业女工自然流产情况与对照组比较

接触组 对照组

观察人数 72 50

总妊次 125 76

自然流产例数 (% ) 16 ( 12. 8) * 3 ( 3. 9)

RR值 ( 95%可信限 ) 3. 28 ( 1. 07～ 10. 02)

　　* P < 0. 05

3　讨论

职业妇女在从事生产劳动过程中 , 接触有毒有害

职业因素后 ,其女性机能的改变 ,常以月经的异常最先

出现。本文调查 72例铅作业女工中 , 月经异常频率为

62. 5%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34% ) , 且以周期异常发生

率最高 ( 34. 72% ) ,其次为痛经 ( 27. 78% )。接铅女工

自然流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说明铅对黄金冶炼作业

女工生育能力有显著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 , 黄金冶炼生产应采取有效的密闭

通风装置 ,尽可能减少车间空气中铅含量。另外要加强

接铅女工个人防护 ,以减少铅接触。据报道 ,铅除对生

殖系统毒作用外 ,还具有很强的胚胎毒作用 ,铅可导致

雌性动物及人的不孕、 流产、 早产、胚胎畸形。女工接

触铅可通过多种途径传给子女 , 即铅危害不仅对女工

本身而且可能对其子女的健康有影响。 因而铅接触女

工应经驱铅试验阴性后再妊娠 ,妊娠期、哺乳期、月经

期应暂离铅作业环境 , 以确保接铅女工及其后代的身

体健康。

　　 (收稿: 1996-03-01　修回: 1996-06-11)

陶瓷刷坯工职业性浸渍的调查分析

王龙义　蒋绪亮　夏　猛　王桂凤　张　倩

　　在陶瓷生产过程中 , 陶瓷修坯的职业危害以粉尘

为主。随着工艺的改革 ,某些机械干式修坯被用水刷坯

所代替 ,而这一工种的职业危害也变为职业性浸渍。本

文对某陶瓷厂修坯车间 73名刷坯工的职业性浸渍的

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1　对象和方法

1. 1　调查对象与内容

某陶瓷厂甲乙两个车间的 111名刷坯工 , 其中甲

车间 67名 , 乙车间 44名 , 均为女性 , 年龄 17岁～ 32

岁。在对调查对象进行诊断分级后 ,由专人逐项询问工

人的总工龄、 专业工龄、 发病时间及每天的工作时间

等 ,填写统一的调查表格。用广范试纸测定工人刷坯水

的酸碱性。

1. 2　职业性浸渍的诊断分级

按下列标准进行诊断分级 : ( 1)轻度 : 指蹼及周围

皮肤发生浸软、 肿胀、 起皱 , 呈乳白色 ; ( 2)中度: 被

　　作者单位: 255026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浸软的皮肤溃破、脱落 ,露出红色基底面 ,伴少量渗出

及糜烂 ; ( 3)重度: 除上述表现外 , 出现大片糜烂 , 同

时伴掌部皮肤圆形或椭圆形蜂窝状角层剥蚀、甲沟炎、

甲损伤等。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甲乙两车间共调查 111名刷坯工 ,有 73人发生职

业性浸渍 , 罹患率为 65. 8%。 工人用手部刷坯 , 大部

分工作时间手部浸泡于刷坯水中。刷坯水呈微弱碱性。

新工人平均日工作时间为 10小时 , 老工人为 8. 5小

时。患者自觉手部奇痒 ,重症患者出现疼痛 ,刷坯工作

难以进行。

2. 2　甲乙两车间刷坯工人工龄的构成情况

甲车间 67名刷坯工的专业工龄均小于 6个月 ,乙

车间的刷坯工专业工龄小于 6个月的有 10名 , 占

22. 7% ,大于 6个月的有 34名 , 占 77. 3%。经统计学

处理 , 两车间的刷坯工的工龄构成情况有非常显著差

别 (i2= 74. 60, P < 0. 005)。

·38· 　　 Chinese J Ind Med, Feb　 1997, Vol. 10　 No.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