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标的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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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蓄电池厂铅作业人员健康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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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检测某蓄电池厂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 , 并对铅

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显示 , 绝大部分工作场所

空气中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354名铅作业人员具有

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症状和消化系统症状。提示企业必须采

取有效的职业病防治措施 , 预防控制铅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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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蓄电池厂职工在铅作业时健康状况所受的影响 ,

加强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监督 , 进一步改善蓄电池厂作

业环境 , 2007年我们对该厂进行了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并对

354名铅作业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 354人 , 其中男 266人 、 女

88人 , 年龄 17 ～ 57岁 , 平均 34.3岁。主要工种是涂片 、 包

片 、 烧焊 、 封胶 、 装配 , 铅作业工龄 0.5 ～ 9.3年。另选不接

触铅作业的人员 159人作为对照组 , 两组在年龄 、 性别 、 工

龄构成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工作场所铅烟 (尘)浓度测定　按 《工作场所空气

中有毒物质检测采样规范》 (GBZ159— 2004)的要求进行现

场布点采样 , 铅烟 (尘)浓度测定用国产 FCS-10型中流量粉

尘采样器采样 , 样品用微分电位溶出测定法分析。

1.2.2　职业健康检查内容　按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方法》的

规定对铅作业工人进行体检。 体检项目包括:询问职业史 、既

往史 、自觉症状 ,内科常规体检 ,血尿常规 , 肝功能 ,尿铅。

采作业人员空腹静脉血 2 ml, 使用迈瑞 BC-3000全自动血

细胞分析仪进行血红蛋白(Hb)测定;用广口聚乙烯塑料瓶收

集一次性晨尿样 100 ml, 使用 SOLAARMK2M6型号的仪器 , 用

原子吸收光谱石墨炉法(WS/T19— 1996)进行尿铅测定。

1.2.3　诊断标准　依据 《内科学 》 第 7版:成年男性 Hb<

120g/L, 成年女性 Hb<110g/L为贫血 [ 1];依照 《职业性慢

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GBZ37— 2002):观察对象尿铅≥ 0.07

mg/L, 轻度中毒尿铅≥0.12 mg/L。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5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 χ2检验。

2　结果

2.1　工作场所铅浓度

在涂片 、 烧焊 、 包片 、 封胶岗位分别采样 4、 6、 4、 6个

点 , 各岗位铅烟 (尘)浓度及超标情况见表 1。

表 1　某蓄电池厂工作场所中铅烟 (尘)浓度检测结果

工种 监测点数 浓度 (mg/m3)超标点数 超标率 (%)

涂片 (铅尘) 4 0.075 ～ 0.105 4 100

包片 (铅尘) 4 0.055 ～ 0.083 4 100

烧焊 (铅烟) 6 0.049 ～ 0.053 4 66.67

封胶 (铅烟) 6 0.034 ～ 0.062 2 33.33

　　注:国家标准铅尘PC-TWA0.05mg/m3 ,铅烟 PC-TWA0.03mg/m3。

2.2　职业健康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症状为头晕 、 头痛 、 乏力 、 睡眠障碍 、 记

忆力减退 、 食欲不振 、 腹胀 、 便秘 , 铅作业工人中 Hb降低

47人 (13.28%), 尿铅超标 69人 (19.49%), 与对照组比

较 , 上述症状及生物监测指标异常绝大多数有统计学意义 (P

<0.01或 P<0.05), 见表 2。

表 2　铅作业工人与对照组的主要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异常情况
铅作业组 (354人)对照组 (159人)

人数 % 人数 %
χ2 值 P值

头晕 79 22.32 18 11.32 8.65 <0.01
头痛 39 11.02 6 3.77 7.19 <0.01

乏力 72 20.34 17 10.69 7.12 <0.01

睡眠障碍 128 36.19 23 14.47 23.77 <0.01
记忆力减退 113 31.92 29 18.24 10.26 <0.01

食欲不振 91 25.71 26 16.35 5.45 <0.05
腹胀 68 19.21 16 10.06 6.70 <0.05

便秘 29 8.19 14 8.81 0.05 >0.05

血红蛋白降低 47 13.28 7 4.40 9.17 <0.01
尿铅超标 69 19.49 1 0.63 33.13 <0.01

2.3　接铅工龄对生物检测指标的影响

接铅工龄 4年 ～组尿铅超标率和血红蛋白降低率最高 ,

分别为 33.33%和 22.58%;其次是 2 年 ～ 组 , 分别为

21.65%和 16.49%, 与接铅工龄 <1年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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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 见表 3。

表 3　不同接铅工龄对生物监测指标的影响

工龄 (年) 人数
血红蛋白降低 尿铅超标

例数 降低率 (%) 例数 超标率 (%)

<1 73 3 4.11 4 5.48

1～ 91 7 7.69 13 14.29

2～ 97 16 16.49＊ 21 21.65＊＊

4～ 93 21 22.58＊＊ 31 33.33＊＊

　　与接铅工龄 <1年组比较 , ＊P<0.05, ＊＊P<0.01

2.4　不同岗位铅作业人员尿铅检测

354名铅作业人员中 , 尿铅值最高 0.352 mg/L, 平均值

最高 0.075mg/L, 均在涂片岗位 , 各岗位尿铅超标情况详见

表 4。

表 4　不同岗位铅作业人员尿铅检测结果 mg/L

岗位
受检

人数
尿铅范围 x±s

尿铅超标人数 (69人)

0.07 ～ 0.12 ～ 合计(%)

涂片　 80 0.017 ～ 0.352 0.075±0.067 9 15 24(30.00)＊＊

包片　 87 0.012 ～ 0.263 0.060±0.054 11 11 22(25.29)＊＊

烧焊　 56 0.010 ～ 0.227 0.053±0.044 8 4 12(21.43)＊＊

封胶　 46 0.009 ～ 0.108 0.033±0.024 7 0 7(15.22)＊＊

其他　 85 0.001 ～ 0.096 0.022±0.019 4 0 4(4.71)

对照组 159 0.001 ～ 0.071 0.012±0.009 1 0 1(0.63)

　　与对照组比较 , ＊＊P<0.01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超标 , 尤其

是涂片 、 包片岗位铅尘浓度超标明显 , 8个采样点均超过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烧焊岗位 6个采样点中 4个超标 , 封胶岗位 6

个采样点中 2个超标 , 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采取有效的除

尘措施 , 生产自动化程度不高。 蓄电池行业主要的职业危害

是铅 [ 2] , 蓄电池厂生产过程中部分生产工人不可避免受到铅

的危害 , 从表 2可见铅作业人员尿铅超标和血红蛋白减少比

例分别为 19.49%、 13.28%, 以及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和消

化系统自觉症状 , 这一结果与有关报道相一致 [ 3] 。从表 3可

见不同接铅工龄对生物检测指标也存在明显影响 , 接铅工龄 2

年 ～及 4年 ～的两组生物监测结果明显高于接铅 <1年组和 1

年 ～组的工人 , 说明铅的职业危害与接触时间存在明显关联。

从表 4可见尿铅值和平均值最高的均在涂片岗位 , 分别为

0.352 mg/L、 0.075 mg/L;69名尿铅超标者涂片岗位 24人

(30.00%), 包片岗位 22 人 (25.29%), 烧焊岗位 12人

(21.43%), 封胶岗位 7人 (15.22%), 涂片岗位和包片岗位

尿铅超标者中一半以上 (26/44)达到轻度铅中毒诊断标准 ,

这与这两个岗位铅浓度超标明显有关。

通过对该厂进行职业卫生检测和健康检查分析 , 建议企

业 (1)改善技术措施 , 主要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 ,

使生产过程机械化 、 自动化 、 密闭化;(2)加强个人防护和

保健措施 , 作业过程中规范使用防护用品 , 禁止工作时吸烟

或进食;作业结束后严格执行上下班更换工装 、 洗手 、 淋浴

等制度;(3)加强管理措施 ,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车间

空气卫生检测 , 开展健康宣教工作 , 提高工人的健康防护意

识。该蓄电池厂健康促进干预措施的成效有待进一步追踪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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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 1 500

名接苯工人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

年龄越小 、 工龄越短 、 文化程度越低 , 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

率也越低;通过专业培训获得职业卫生知识的仅有 9.93%。

今后应加强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及培训 , 提高劳动者的职业

卫生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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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 曾已获控制的重度苯中毒

近年来又在许多地区以群体性中毒形式频繁出现。典型事件

是 2002年发生在河北省高碑店白沟镇箱包制造业的苯中毒事

件 , 12例苯中毒再生障碍性贫血 , 有 5人不治身亡 [ 1] 。为了

解兰州市涉苯企业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 更好地保护

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 , 本研究对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

1 500名接苯工人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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