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防可控性的认识和对安全需求重要性的认识 , 促进安全意识

真正转化为安全行为 , 并通过加强技能和操作规程的培训 , 从

根本上减少和杜绝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同时 , 不断改善工艺流

程和工作环境 , 加大安全投入 , 强化安全措施 , 给职工创造一

个放心的工作环境 , 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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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发现 , 甲醛作业工人白细胞计数 、 血小板显

著降低 , 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血生化中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尿素氮显著升高 , 谷酰转态酶显著下降 ,

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且工龄越长 , 血

常规 、 血生化等指标异常越明显。提示长期接触甲醛对工人

血液系统和肝脏的损伤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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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中的各种细胞均由骨髓中原始祖细胞 (造血干细

胞)分化而来 , 而处于不同发育 、 分化阶段的各种血细胞对

化学物和其他环境因素敏感性较高。 因此血液系统可能比机

体的其他组织器官更容易受到损伤 [ 1] 。 为此 , 本次研究以血

液系统为靶器官 , 着重探讨了甲醛对作业工人外周血的血细

胞计数 、 血红蛋白含量及血清酶学指标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接触甲醛的作业工人 65名 (男 42名 、 女 23名)为

甲醛组 , 接触工龄为 0.5 ～ 11.2年 , 平均 2.7年 , 平均年龄

(25.2±5.7)岁。另选无尘毒接触 、 劳动强度相似的工人 70

名 (男 44名 、 女 26名)为对照组 , 工龄为 0.5 ～ 11.8年 ,

平均 2.9年 , 平均年龄 (25.5±5.0)岁。经 t和 χ2检验 , 两

组工人的年龄 、 文化程度 、 工龄 、 性别 、 吸烟等分布情况相

近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血常规 、 血生化测定

使用迈瑞 BC-3000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红蛋白

(Hb)、 白细胞 (WBC)及血小板 (Plt)测定。 使用日立

-715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总蛋白 (TP)、 白蛋白 (ALB)、

球蛋白 (GLB)、 A/G、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AST)、 碱性磷酸酶 (ALP)、 谷酰转肽酶

(GGT)、 总胆红素 (TBIL)、 直接胆红素 (DBIL)、 肌酐

(Cr)、 尿素氮 (BUN)、 尿酸 (UA)测定。

1.3　统计分析

用 SAS6.2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 用

Dunnettst检验进行甲醛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2　结果

2.1　甲醛作业工人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 甲醛组工人 WBC计数 (F=13.80, P=

0.000 3)、 Plt(F=22.85, P=0.000 1)显著降低 , 有统计学

意义。其中甲醛组有 21人 WBC计数低于正常参考值, 异常率

为 32.31%。 ALT(F=14.34, P=0.000 2)、 TBIL(F=3.98,

P=0.048 1)、 BUN(F=54.36, P=0.000 1)显著升高 , 与对

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甲醛组有 15人 ALT和 13人 AST

高于正常参考值 , 异常率分别为 23.08%和 20%。见表 1。

表 1　甲醛作业工人血常规 、 血生化指标测定

结果的比较 (x±s)

项目 甲醛组 (n=65) 对照组 (n=70)

Hb(g/L) 125.66±21.83 128.59±13.11

WBC(×109 /L) 　5.42±2.04△ 　 6.61±1.66

Plt(×109 /L) 172.48±87.57△ 243.10±84.08

ALT(U/L) 　32.09±21.53△ 　21.33±7.66

AST(U/L) 　26.71±13.29 　23.20±6.95

ALP(U/L) 　73.45±13.30 　70.71±16.51

GGT(U/L) 　18.45±13.94 　19.67±11.11

TP(g/L) 　75.17±4.59 　74.86±6.60

ALB(g/L) 　47.62±3.55 　46.86±4.61

GLB(g/L) 　27.76±3.27 　27.54±4.93

A/G 　1.79±0.25 　 1.78±0.26

TBIL(μmol/L) 　13.73±4.62△ 　12.34±3.40

DBIL(μmol/L) 　3.93±2.29 　 4.03±1.24

Cr(mmol/L) 　0.77±0.12 　 0.76±0.20

BUN(mmol/L) 　14.21±3.74△ 　 9.20±4.12

UA(μmol/L) 213.85±62.20 229.75±68.15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同。

2.2　甲醛作业工人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按工龄分层分析结果

工龄 <5年甲醛组工人 WBC计数 (F=7.96, P=0.005

7)、 Plt(F=13.19, P=0.000 4)较对照组显著降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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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组工人 WBC计数 (F=8.05, P=0.000 8)、 Plt(F=

11.32, P=0.002 3)较对照组降低 , 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5

年组中 13人 WBC和 14人Plt计数低于正常值 , 异常率分别为

25.49%和 27.45%, ≥5年组中 5人 WBC和 4人 Plt计数低于

正常值 , 异常率分别为 35.71%和 28.57%。见表 2。

表 2　甲醛作业工人血常规 、 血生化检查工龄分层分析结果

指标
甲醛组

<5年 (n=51)≥5年 (n=14)

对照组

≥ 5年 (n=15)<5年 (n=55)

Hb(g/L) 128.55±22.77 121.60±14.19 127.58±13.61 121.60±14.19

WBC(×109/L) 　5.60±1.97△ 　4.60±2.35△ 　6.62±1.76 　6.57±1.26

Plt(×109/L) 175.92±86.79△ 167.07±85.61△ 237.45±87.48 263.80±68.84

ALT(U/L) 　28.45±19.18△ 　43.71±24.10△ 　22.47±9.24 　25.67±12.87

AST(U/L) 　25.51±12.78 　31.07±14.64 　23.13±7.07 　23.47±6.75

ALP(U/L) 　73.41±13.67 　70.71±15.69 　69.87±16.88 　73.80±15.20

GGT(U/L) 　16.88±6.47△ 　17.00±9.11 　20.67±11.80 　16.00±7.28

TP(g/L) 　74.70±4.81 　76.89±3.29 　74.75±6.98 　75.30±5.11

ALB(g/L) 　47.27±3.48 　48.88±3.64 　46.81±4.88 　47.01±3.59

GLB(g/L) 　27.94±3.53 　27.11±2.07△ 　27.06±5.28 　29.28±2.86

A/G 　1.78±0.26 　1.84±0.22 　1.80±0.27 　1.70±0.24

TBIL(μmol/L) 　12.97±4.23 　16.49±5.06 　11.97±3.25 　13.70±3.72

DBIL(μmol/L) 　3.98±2.50 　3.76±1.36 　3.99±1.26 　4.19±1.15

Cr(mmol/L) 　0.77±0.13 　0.76±0.10 　0.76±0.21 　0.76±0.15

BUN(mmol/L) 　13.69±3.76△ 　16.10±3.07△ 　8.81±4.07 　10.65±1.15

UA(μmol/L) 213.78±67.36 214.07±39.95 235.45±64.22 208.08±79.90

　　工龄 <5年甲醛组工人 ALT(F=4.27, P=0.041 2)和

BUN(F=5.38, P=0.028 1)显著升高 , GGT(F=4.12, P

=0.045)显著降低 , 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但均在正

常值范围内。 ≥5年甲醛组工人 ALT(F=6.45, P=0.017 1)

和 BUN(F=15.97, P=0.000 4)显著升高 , GLB(F=

5.38, P=0.028 1)显著降低 , 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其中 ALT高于正常参考值。 <5年组中 ALT、 AST各有 8人高

于正常参考值 , 异常率为 15.69%, ≥5年组中有 6人 ALT、 5

人 AST值超过正常参考值。见表 2。

3　讨论

甲醛主要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并快速代谢为甲酸二氧化

碳单位代谢物。甲醛及其代谢物还可与氨基酸 、 蛋白质 、 核

酸等形成不稳定化合物 , 转移至肾 、 肝和造血组织发挥作用 ,

影响机体功能 [ 2 , 3] 。

本次血常规检查结果表明 , 甲醛作业组工人白细胞计数 、

血小板显著降低 , 但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 其中 <5年组

WBC、 Plt异常率分别为 25.49%和 27.45%, ≥5年组中两项

指标异常率分别为 35.71%和 28.57%。 甲醛组工人的 ALT、

BUN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人群 , GGT、 GLB明显低于对照组人

群 , 而且≥5年的 ALT高于正常参考值。 <5年组中 ALT、

AST异常率均为 15.69%, ≥5年组中异常率分别为 42.86%

和 35.71%。

本次调查表明 , 接触甲醛对作业工人的血液系统和肝功

能有损伤 , 且随工龄延长出现 ALT等酶学指标的改变。其原

因可能为工人长期反复接触甲醛 , 在体内代谢蓄积的浓度超

过了肝脏 、 肾脏的代谢能力 , 以致在造血组织 、 肝脏等靶器

官达到了中毒浓度。提示长期接触甲醛对作业工人血液系统

和肝脏的损伤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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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148名公安干警进行高血压病患病调查 , 提示

警务工作对公安干警的血压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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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警务工作对公安干警血压的影响, 以便采取相应的干

预措施 , 对某公安局的干警进行高血压患病调查 , 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观察组为 148名男性公安干警 , 年龄 20 ～ 59岁 , 平均

38.9岁;警龄 1 ～ 37年 , 平均 15.4年。对照组为 133名男性

机械 、 水电工人 , 年龄 20 ～ 59岁 , 平均 38.5岁;工龄 1 ～ 39

年 , 平均 15.8年。观察组吸烟者 99人 , 占 66.9%;对照组

吸烟者 94人 , 占 70.7%;观察组饮酒者 79人 , 占 53.4%,

对照组饮酒者 68人 , 占 51.1%;两组的吸烟 、 饮酒比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的体重指数 (BMI)为

20.9±0.7, 对照组的 BMI为 20.8±0.9,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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