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的职业卫生管理机制 , 建立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 6] , 行业

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 加强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源头控制 ,

督促接触有害因素的员工做好个人防护 , 指导其正确使用个

体防护用品 , 定期维护及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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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蓄电池有限公司铅危害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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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蓄电池有限公司工作场所空气中铅尘 、 铅烟

浓度进行检测及铅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结果表明现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超标严重 , 超标率达 90%, 铅中毒检

出率为 3.37%。该蓄电池公司铅职业危害严重 , 建议改进生

产工艺 , 加强设备维修和安装防尘 、 排毒设施 , 提高劳动保

护意识 , 降低作业环境空气中铅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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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 , 其危害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在蓄电池生产过程中铅主要以铅烟或铅尘的形式经呼吸

道 、 消化道进入人体 , 可累及神经系统 、 消化系统 、 血液系

统 、 肾脏等 [ 1] 。目前在我国蓄电池制造业仍是铅中毒的发病

率较高的行业之一。 我市某蓄电池有限公司是一家建于 1964

年的老企业 , 为了解现阶段的危害情况 , 防止铅中毒发生 ,

我们对该公司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卫生学调查及对铅作业工

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来源及方法

1.1　资料来源

对该蓄电池有限公司现有的工作场所空气中铅尘 (烟)

浓度进行全面的测定及接触铅作业工人 178人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

1.2　方法

1.2.1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检测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对该

蓄电池有限公司一 、 二车间的铅尘 、 铅烟检测 20个采样点

(其中铅尘 9个点 、 铅烟 11个点), 按照 GBZ159— 2004 《工

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用 FC-1A型粉尘采

样仪以 5 L/min的流量抽取 75 L空气 , 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

法测定空气中铅尘铅烟浓度。

1.2.2　尿铅测定及健康检查　收集调查对象一次性晨尿 100

ml, 尿铅检测用双硫腙比色法 , 尿 δ-ALA用乙酰乙酯比色法。

职业健康检查 , 根据卫生部 《职业健康管理规定》 的有关要

求 , 内容包括:询问病史 、 职业史 、 临床症状及个人防护情

况 , 五官检查 , 血压 、 肝脾 B超 、 心电图等检查 , 血 、 尿常

规检验。 按照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GBZ37— 2002)进行诊断。

2　结果

2.1　现场卫生学调查

2.1.1　基本情况　该公司于 1964年建成投产 , 属中型国有

企业 , 全公司职工总数为 340人 , 铅作业工人 227人。 该公

司于 2004年改制为私有股份制企业 , 工人日工作 8 h, 近年

经常加班每日工作在 10 h以上。主要产品铅酸蓄电池 , 现年

产量为 45.80万千伏安时 , 年产值 1.2亿。分为 3个车间 , 生

产过程中产生铅烟 、 铅尘的工序有铅粉生产 、 铸板 、 涂板 、

装配 、 装箱。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

2.1.2　卫生防护设施　生产过程是机械化生产 , 生产铅粉工

段 、 铸板工段 、 涂板工段 、 装箱工段 、 装配焊梳工段等均是

机械化流水线生产 , 在各工段上方安装有抽风排毒罩或吸尘

罩 , 并安装有静电除尘器 , 工人作业点安装有管式空气淋浴

送风设施。从现场调查可见 , 虽然在各工段安装有除尘防毒

设施 , 但由于设备陈旧且长时间的使用 , 再加之缺乏维护与

检修 , 车间内可见铅尘飞扬及铅烟逸出 , 防尘防毒设施的防

护达不到效果。工人未佩戴有效的防护用品 , 车间内地板不

定期清洗。

2.1.3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尘 、 铅烟浓度测定　工作场所空气

中铅烟及铅尘浓度测定共设 20个点 (其中铅尘 9个点 27个

样品 , 铅烟 11 个点 33 个样品), 有 18 个检测点超标

·22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0年 6月第 23卷第 3期　　ChineseJIndMed　June2010, Vol. 23 No.3　　



(GBZ2— 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铅尘最高

允许浓度为 0.05 mg/m3 , 铅烟为 0.03 mg/m3), 超标率为

90%, 铅尘浓度最高达 4.89 mg/m3 , 超标 96.8倍 , 最低为

0.01 mg/m3 , 平均为 0.75mg/m3;铅烟浓度最高达 7.98 mg/

m3 , 超标 265.0倍 , 最低为 0.05 mg/m3 , 平均为 1.17 mg/

m3。主要工序工作场所空气中铅尘 、 铅烟浓度见表 1。

表 1　主要工序作业环境空气中铅浓度 mg/m3

　工序
检测

项目

检测

点数
样品数 浓度范围

平均

浓度

平均浓度

超标倍数

超标

点数

铸球 铅烟 1 3 0.05 ～ 0.10 0.07 1.33 1

球磨 铅尘 1 3 0.01 ～ 0.03 0.02 0 0

和膏 铅尘 1 3 0.26 ～ 0.60 0.42 7.40 1

涂片 铅尘 3 9 0.01 ～ 0.66 0.23 3.60 2

铸板 铅烟 3 9 0.08 ～ 3.70 0.57 18.00 3

装配焊梳 铅烟 4 12 0.12 ～ 7.98 2.48 81.67 4

装配插隔板 铅尘 1 3 2.28 ～ 4.89 3.43 67.60 1

装箱 铅尘 3 9 0.43 ～ 1.04 0.98 18.60 3

化成 铅烟 1 3 0.05 ～ 0.06 0.06 1.00 1

铸零件 铅烟 2 6 0.05 ～ 0.10 0.10 2.33 2

2.2　健康检查情况

2.2.1　主要临床表现及体征 、 检查异常情况　对该公司 178

名接触铅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其中男 138人 、 女 40

人 , 年龄 24 ～ 57岁 、 平均年龄 41岁 , 工龄为 3 ～ 37年 、 平均

16.1年。主要临床症状为神经系统和神经衰弱综合征及消化

系统症状。 自诉有四肢麻木 15.2%, 刷牙出血 9.0%, 头痛

8.4%, 失眠 7.8%, 头晕 5.6%, 记忆力减退 5.0%, 疲乏无

力 3.9%, 全身酸痛 2.8%, 腹痛 4.5%, 便秘 3.5%。内外科

检查异常 23人 , 异常率 12.4%;五官科检查异常 23人 , 异

常率 12.9%。血常规检查异常 32人 , 异常率 18.0%;尿常规

检查异常 35人 , 异常率 19.7%;B超检查异常 79人 , 异常

率 44.4%;心电图检查异常 51人 , 异常率 28.6%。

2.2.2　尿铅 、 尿 δ-ALA检测结果　共检查 178人尿铅 、 尿

δ-ALA。尿铅最低值为 <0.10 μmol/L, 最高值为 2.74 μmol/

L, 平均值为 0.23μmol/L;尿 δ-ALA最低值为 17.51 μmol/L,

最高值为 117.62 μmol/L, 平均 50.88 μmol/L。

2.2.3　职业性铅中毒情况　依据 GBZ37— 2002 《职业性慢性

铅中毒诊断标准》 , 结合职业史 、 车间空气中铅烟及铅尘浓度

检测结果 、 临床症状 、 尿铅含量及尿中 δ-ALA含量 , 共检出

铅观察对象 15人 (尿铅≥0.34 μmol/L), 检出率为 8.4%,

工龄为 2年 1个月 ～ 36年 6个月 , 平均工龄 15年;慢性轻度

铅中毒 6人 (尿铅≥ 0.58 μmol/L, 尿 δ-ALA≥ 61.0 μmol/L

或有腹痛 、 便秘等症状)检出率为 3.37%, 工龄 4 ～ 20年 ,

平均工龄 13年。

3　讨论

该蓄电池有限公司绝大多数工序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铅烟浓度最高达 7.98 mg/m3 , 超标 265

倍 , 铅尘浓度最高达 4.89 mg/m3 , 超标 96.8倍 , 其污染及超

标程度与相关报道的某蓄电池厂作业点污染情况 (铅烟最高

浓度 0.062 mg/m3 , 铅尘最高浓度 0.105 mg/m3)明显严

重 [ 2] 。宜兴市 2006年进行铅蓄电池行业整治 , 铅尘点数合格

率从整治前的 63.08%提高到 78.41%, 铅烟点数合格率从整

治前的 72.93%提高到 90.80%[ 3] , 而该蓄电池有限公司点合

格率仅 10%, 说明该公司铅尘铅烟危害相当严重。铅中毒检

出率为 3.37%, 铅中毒患者接触铅作业工龄最短为 4年 , 最

长为 20年 , 平均 13年。说明该厂接触铅作业工龄不论长短 ,

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铅中毒的发生 , 铅中毒仍有上升的

趋势。造成如此严重的铅危害 ,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1)该

公司工作场所各工序的工艺较为落后 , 防尘防毒设施陈旧 ,

缺乏维修和更新 , 防护设施不到位是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

超标的主要原因 , 改制后年产量逐年增加 , 工人经常加班加

点 , 工作时间延长 , 致使铅中毒发病率高;(2)公司领导对

职业病防治的法制观念较淡薄 , 缺乏职业卫生知识 , 没有把

铅污染对职工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给予足够的重视 , 只求经

济效益 , 忽视了职工的劳动保护;(3)企业内部没有建立职

业卫生管理组织 , 健全相关的卫生制度和措施 , 职业卫生负

责人更缺乏职业卫生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考核 , 厂内生

产环境制定的清洗地面卫生制度没有认真落实 , 致使地面铅

尘飞扬 , 造成二次污染;(4)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差 , 卫生知

识缺乏 , 不注意个人防护 , 如不佩戴有效防护用品和严格执

行洗手 、 淋浴等制度;(5)有关职能部门对企业卫生安全生

产管理不到位甚至缺位 , 以致企业对职业卫生重视程度和卫

生防护的投入不够。

该蓄电池有限公司铅职业危害严重 , 为有效降低铅污染

的危害程度 , 减少铅中毒的发生 , 保障劳动者的健康 , 企业

要改进生产工艺 , 提高生产过程机械化 、 自动化 、 密闭化水

平 , 减少铅尘铅烟的污染;要建立职业卫生管理组织 , 制定

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 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 , 提高职工的

职业卫生意识;公布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 4] , 加

强职工的职业健康监护;通风是控制工业有害物 、 防尘 、 防

毒工作中积极有效的技术措施之一 [ 5] , 加强设备的维修和安

装必要的防尘 、 排毒设施 , 降低工作场所铅尘铅烟浓度;企

业为劳动者提供符合要求的防尘防毒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 ,

不宜要求职工经常加班加点 , 做好职工的健康监护工作;职

业卫生监管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 , 加强 《职业病防治法》 的

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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