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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某灯管厂汞危害情况调查

刘考春 陈达庆

为了解灯管生产过程中汞对工人健康的危害情 2
.

1劳动卫生学调查

况
,

为今后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

我站自 1 9 8 8 年至 1 9 9 4 工人从擦粉至老炼均在一个车间内作业
,

手工操

年对市某灯管厂进行 3次系统调查
,

现将有关资料整 作
。

该厂 1 9 8 7 年 10 月增设圆排
,
1 9 9。 年 10 月停用长

理报告如下
。

排
,

每日 3班
,

日用汞量 5 公斤
。

1 9 8 8~ 1 9 9 4 年间共

1 内容与方法 测定 24 个汞作业点
,

车间汞浓度为 0
.

0 03 一 0
.

o 38 m g /

1
.

1 车间空气中汞浓度测定
:

1 9 8 8~ 1 9 9 4 年先后对 m “ ,

其中有 20 个作业点超过卫生标准
,

超标率为

该厂排气
、

烤头
、

封 口等不同工种的作业点进行采样
,

83
.

3% (1 988
、

1 9 9 0 和 1 9 9 4 年超标率分别为 6 2
.

5 %
、

用 C G
一
I A 型测汞仪进行汞浓度分析

。

90 %和 1 00 % )
,

平均超标 0
.

2~ 1
.

7 倍
。

1
.

2 汞作业工人健康体检
:

从 1 9 8 8 年起每 3 年对直 2
.

2 汞作业工人健康状况分析

接从事汞作业工人检查一次
,

共检查 112 人
,

计 152 人 2
.

2
.

1 汞中毒检出情况 动态观察表明 (见表 l)
,

次
。

体检内容按全国五种毒物普查方案中对汞作业体 该厂汞中毒检出率是逐年增高的
,

尤以排气工最突出
。

检要求进行
。

临床表现主要统计神衰症状
、

口腔炎和震 2
.

2
.

2 慢性汞中毒与空气中汞浓度
、

工龄关系 从

颤三项主要指标
。

慢性汞中毒诊断由市职业中毒诊断 表 2 可见汞中毒的检出率随车间空气中汞浓度的增高

组按 1 9 7 4 年的部颁标准集体讨论定诊
。

及接汞工龄的增长而增高
,

汞吸收无明显规律性
.

2 结果与分析

表 1 各工种汞吸收
、

汞中毒检出情况

19 8 8 年 1 9 90 年 1 9 9 4 年

工种 检查

人数

汞吸收 汞中毒 检查

人数

汞吸收 汞中毒

例 %

检查

人数

汞吸收 汞中毒

一ù一一
例 % 例 %

封口 2 4 9 3 7
.

5 2 8
.

3 2 8 1 0 3 5
.

7 3 10
.

7 8 6 7
.

50 0 0

排气 3 2 16 5 0
.

0 5 1 5
.

6 3 4 9 2 6
.

5 7 2 0
·

6 1 4 4 2 8
·

6 5 3 5
·

7

其他 6 2 3 3
.

3 0 0 3 1 3 3
.

3 0 0 3 0 0 1 3 3
.

3

合计 6 2 2 7 4 3
.

5 7 1 1
.

3 6 5 2 0 3 0
.

8 10 15
.

4 2 5 1 0 4 0
·

0 6 2 4
·

0

表 2 空气中汞浓度
、

工龄与汞中毒关系

0
.

o 1 5 m g /m 3
~ 0

.

0 2 m g /m 3
~

工龄

(年 )
检查

人数

0
.

o l m g / m 3
~

汞吸收 汞中毒

例 写 例 %

检查

人数

汞吸收 汞中毒 检查 汞吸收

人数 例

汞中毒

例 % % 例 %

…
叹JO几b4C夕一冉b11~ 2 2 3 1 3 5 6

.

~ 4 2 2 7 3 1
.

~ 6 8 3 3 7
.

~ 8 1 1 1 9
.

) 8 8 3 3 7
.

8
.

7 10 5 5 0

22
.

7 2多 1 1 3 9

25
.

0 8 2 2 5

27
.

3 3 1 3 3

0 7 1 1 4

2 5

4 0

3 3

5 7

5 0

0OC̀UQC乙

一
L,J4

2
.

2
.

3 工龄与临床征象关系 接汞工人临床上具有

特征性的神衰症状 (r 一 。
.

8 4 2 5
,
尸~ 。

.

0 73 3)
,

震颤

(r ~ 0
.

7 8 4 4
,

尸一 0
.

1 1 6 2 ) 有随工龄增长其阳性率升

高 的趋 势 ; 口 腔 炎则 不 明显 (r ~ 0
.

2 2 3 1
,
尸 -

0
.

7 1 8 3 )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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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工龄与临床征象关系

检查

人数

神衰症状 口腔炎
工龄 (年 )

例 %例 %

展 颤

例 %

~ 23 74 29
.

341 0
.

81 23 2
.

4

~ 41 5 5 84
.

1 1 5 20
.

01 1 20
.

0

~6 21 2 254
.

5 5 2 2
.

71 24 5
.

5

~ 8 21 1 1 5 2
.

6 4 28
.

6 4 29
.

9

>1 81 705 8
.

8 21 1
.

1 1 86 4
.

7

2
.

2
.

4尿汞
、

空气中汞浓度与临床征象关系 接汞

工人尿汞浓度越高
,

其临床上神衰症状
、

震颤和 口腔炎

的阳性率也越高 ( 见表 4)
。

车间空气中汞浓度高于

0
.

02 m g /m
3

时
,

神衰症状和震颤的出现率高于低浓度

组
,

而 口腔炎则无明显规律性 (见表 5)
。

表 4 尿汞浓度与临床征象关系

尿汞浓度 检查 神衰症状 口腔炎 震 颤

(n m ol / L ) 人数 例 % 例 % 例 %

< 10 0 7 0 2 0 3 1
.

4 1 1 1 5
.

7 2 1 3 0
.

0

10 0 ~ 5 6 1 8 3 2
.

1 1 2 2 1
.

4 2 1 3 7
.

5

20 0~ 2 6 1 1 4 2
.

3 5 1 9
.

2 1 2 4 6
.

2

表 5 空气汞浓度与临床征象关系

…
夕一,
.
,曰O乙

一.上11

浓度

( m g /m 3 )

0
.

0 1~

0
.

0 1 5~

神衰症状 口腔炎
例次

—
例 % 例 %

震 颤

例 %

0
.

0 2~

72

56

2 4

2 6

1 5

l 1

3 6

2 6

4 5

l 6

1 0

3

2 6

1 5

l 1

3 6

2 6

4 5

3 讨论

1 9 88~ 1 9 9 4 年动态观察表明
,

该厂汞对职工健康

的危害是十分明显的
,

车间作业点有 83
.

3% 空气汞浓

度超过卫生标准
,

直接从事汞作业工人汞中毒检出率

达 n
.

3 % ~ 24
.

0%
,

空气中汞浓度和汞中毒发生率有

逐年上升趋势
,

远 比国内陶氏等报道高
。

其原因主要是

该厂设备简陋
,

手工操作
,

无任何防护设备
,

职工对汞

的危害认识不足
,

加上整个生产流程全集中在一个车

间相互交叉污染
,

致使各工种工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

危害
。

有关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
,

改进生产工艺
,

尽快

安装防护设备
,

控制和消除汞中毒发生
。

调查表明
,

空气中汞浓度作业点超标率较高
,

而超

标倍数仅在 0
.

2~ 1
.

7 倍之间
,

基本属稳定的中低浓度

接触状态
,

其中毒发病率较高
,

早期随工龄的增长而增

高
,

但达到一定工龄后
,

中毒发病率反而下降
,

究其原

因除浓度测定次数偏少不能完全代表生产时汞危害状

态外
,

更主要是汞系重金属毒物
,

在体内具有明显的蓄

积作用
,

工人长年累月地接触使其浓度在体内蓄积到

毒作用水平时即可在临床上出现中毒征象
,

当剂量再

增加时机体产生适应性和耐受性
,

中毒的反应反而不

明显
,

似表明汞与机体之间的反应关系呈 S 形反应曲

线
,

即对数常态曲线的累积曲线的关系
。

调查发现工龄长的工人症状明显
,

但中毒率并不

高
,

这可能是我们体检中仅以 自然尿汞含量高低作为

诊断的依据所致
。

鉴于长期处于较稳定的汞浓度环境

中的工人由于自身的保护作用
,

产生动态平衡
,

故自然

尿汞可处于较稳定状态
。

有学者建议对老工人可采用

药物驱汞试验的方法检查
,

以明确诊断
,

减少漏诊
。

(本文承蒙镇江市防疫站哈宽庭主任审阅
,

本站其他同志

参加调查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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