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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生产铅合金的外商独资企业的 2 名工人 , 间断接触铅
作业1 年多 , 先后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中度铅中毒。 现将调
查结果报道如下。
1　现场职业卫生调查

该公司为某乡镇的招商引资项目 , 新建生产厂房 , 主要
有烧结 、 熔炼和电解 3 个生产车间。 2002 年 3 月在部分岗位

防护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 , 即投入生产。经大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进行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综合卫生评价为
不合格 , 后虽经改进 , 但效果不明显。

该公司主要原料为铅粉 , 工艺流程为:配料※烧结※返粉
※熔铅炉※粗铅※电解※成品铅。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铅
烟、 铅尘等有害物质 (投产后电解车间未投入使用)。尽管熔
铅炉安装了通风排毒设备 , 但熔铅炉出铅口无排毒设施。经检
测, 熔铅炉上料口的空气中铅烟浓度为 0.009 ～ 0.062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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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0.036 mg/m3 , 平均超标 0.2 倍;熔铅炉下料口的铅尘浓
度为 0.007～ 0.011 mg/ m3;出铅口 (室外作业)的铅烟浓度为
0.028～ 0.410 mg/m3 , 平均铅烟浓度为 0.219 mg/m3 , 平均超标
6.3倍 , 最高超标12.7倍。有 4 台烧结炉 , 已密闭。工人 3 班

倒, 每班工作8 h , 每班开炉 1 次。在烧结过程中 , 烧结炉上、
下的平均铅烟浓度分别为 0.006 mg/ m3 和 0.008 mg/m3 , 均达到
国家卫生标准要求。而在开炉加料和排渣时的铅烟 、 铅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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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检测到此时的浓度。
2　健康检查结果

【例 1】男 , 45岁 , 当地农民。先做熔铅炉工 , 后改做烧
结工 , 直接 、 间断接触铅烟 、 铅尘作业 16 个月。 2004 年 3 月

出现腹痛 、 腹胀等症状 , 逐渐呈持续性疼痛 , 阵发性加重 ,
遂被送入大连市职业病院住院。入院后查体:腹肌紧张 , 剑
突下压痛。实验室检查:尿铅 2.175μmol/ L , 血铅3.285μmol/
L , 棕色素 (+++), 尿δ-氨基-γ-酮戊酸>200 μmol/ L。住院
治疗近 3个月后出院。

【例 2】男 , 49 岁 , 当地农民。铅接触史同 【例 1】。 2004

年3 月出现腹痛 , 阵发性加重 , 伴四肢酸痛 、 乏力 、 食欲不
振 、 恶心 、 失眠等症状 , 收住大连市职业病院治疗。 入院后
查体:腹软 , 无压痛。实验室检查:尿铅 2.345 μmol/ L, 血铅
2.486μmol/ L, 棕色素 (+++), 尿δ-氨基-γ-酮戊酸>200

μmol/L。住院治疗近 3 个月后出院。
根据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GBZ37—2002), 以

上 2例均被大连市职业病院诊断为职业性慢性中度铅中毒。 2

例中毒患者曾于 2002 年11月和 2003年 10月在大连市职业病

院进行过定期的职业性健康检查 , 均未见异常。
3　讨论

该公司烧结和熔铅作业工人共 38 人 , 均为当地农民。
2002年 9 月底 , 曾有 5 名工人出现过腹痛 、 恶心 、 便秘等症
状 , 其中 2 人被送大连市职业病院住院治疗 , 但未确诊为铅
中毒。在 2 次定期的职业性健康检查中 , 有 18 人次的尿铅值

超过 0.34μmol/ L , 为 0.347～ 0.396 μmol/ L。
要避免或减少铅对作业工人的健康危害 , 关键在于加大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力度 , 真正提高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
的职业病防治意识。同时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 , 督
促用人单位增加对防护设备的经费投入 , 切实改善作业条件。
另外还要做好对作业人员的职业性健康检查 , 以便早发现 、
早治疗 , 真正杜绝铅中毒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