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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收集 ２０１５ 年来我院进行放射性职业健康体检人员

２８ ６２７ 例血常规资料， 其中男 ２１ ２３４ 例、 女 ７ ３９３ 例， 同时选

取 ３ ０００ 例非放射性接触人群作为对照组， 按照不同年龄组进

行整理分析。 放射组血细胞总数及各参数异常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女性较男性异常率更加明显， ３０ ～ ３９ 岁年龄段变化最

大。 提示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对放射工作者的造血系统确有

一定程度影响， 需加强职业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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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造血系统对放射损伤最为敏感， 表现以中性粒细胞

减少为主的白细胞减少， 血红蛋白、 血小板下降。 为探讨低

剂量辐射对放射工作者造血系统的影响， 我们在此分析 ２０１５
年来我院进行放射性职业健康体检人员的血细胞资料。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广东省 ２０１５ 年接受职业性健康检查的２８ ６２７例放射

工作人员为放射组， 其中男性２１ ２３４例、 女性 ７ ３９３ 例， 男女

性别比为 ２ ８７ ∶ １， 平均年龄 （ ３５ ２ ± ０ ５） 岁， 同时选取

３ ０００例非放射性接触人群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 ２ ２２８ 例、
女性 ７７２ 例， 男女性别比为 ２ ８９ ∶ １， 平均年龄 （３４ ３±０ ２）

岁， 按照不同年龄组进行整理分析。 职业史调查包括职业受

照史、 各种毒物接触史、 既往病史、 月经史、 婚姻生育状况、
家族史及自觉症状等。
１ ２　 研究方法

依据 《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标准》 （ＧＢＺ９８—２００２） 的要

求和方法， 在安静松弛状态下， 真空抽取受检者静脉血 ２ ｍｌ，
ＥＤＴＡ⁃Ｎａ２抗凝， 缓慢地颠倒混匀 １０ 次， 用日本产东亚

Ｓｙｓｅｍｘ ＸＴ⁃２０００ 型五分类血球仪进行测定。 检测人员均接受

正规培训， 严格操作程序， 剔除非职业照射引起的异常结果。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两组对象年龄为

非正态分布资料， 以 Ｍ 描述， 异常率比较应用卡方检验， 不

同年龄组比较应用方差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两组血细胞各参数异常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 放射组 ＷＢＣ、 ＲＢＣ、 ＰＬＴ 总数及 Ｈｂ 含量

异常率明显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ＷＢＣ 分类计数中中性粒细胞 （ＮＥＵＴ）、 淋巴细胞 （ＬＹＭＰ）、
单核细胞 （ＭＯＮＯ） 及嗜酸细胞 （ＥＯ） 变化不一， 与对照组

相比， 异常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放射组主要

以低色素小细胞贫血为主， ＭＣＶ、 ＭＣＨ、 ＭＣＨＣ 三项结果同

时减低者多见。 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血细胞分析各参数异常率比较 例（％）

组别
ＷＢＣ ＲＢＣ ＰＬＴ

总数 ＮＥＵＴ ＬＹＭＰ ＭＯＮＯ ＥＯ 总数 Ｈｂ ＭＣＶ ＭＣＨ ＭＣＨＣ 总数 ＰＤＷ ＭＰＶ Ｐ⁃ＬＣＲ
放射组 ３４９２（１２ １９）∗∗ ３６９２（１２ ８９）∗∗ ３８６５（１３ ５）∗∗ ３４０２（１１ ８８）∗∗ ３３９２（１１ ８４）∗∗ ２９２３（１０ ２１）∗∗ ２６６２（９ ３）∗∗ ３２９８（１１ ５２）∗∗ ２３９３（８ ６３）∗∗ ２７９９（９ ７８）∗∗ １４９７（５ ２３）∗ １３７９（４ ８２）∗ １５６６（５ ４７）∗ １６２６（５ ６８）∗

对照组 １５３（５ １）　 　 １５０（５ ０）　 　 １５８（５ ２６）　 　 １４９（４ ９６）　 　 １２５（４ １６）　 　 ８４（２ ８）　 　 ９４（３ １２）　 　 １６４（５ ４５）　 　 １３１（４ ３８）　 　 １０１（３ ３５）　 　 ９４（３ １２）　 ９６（３ ２１）　 １２４（４ １２）　 １１８（３ ９５）　

注： ＭＣＶ—平均红细胞体积， ＭＣＨ—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ＭＣＨＣ—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ＰＤＷ—血小板分布宽度， ＭＰＶ—血小板平均容积，
Ｐ⁃ＬＣＲ—大型血小板比率。 与对照组比较，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２ ２　 性别对放射工作人员血细胞各参数的影响

女性组与男性组比较， ＷＢＣ、 ＲＢＣ、 ＰＬＴ 总数及 Ｈｂ 含量

异常率增高，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见表 ２。
　 　 表 ２　 放射组不同性别人员血细胞分析异常情况　 例（％）

性别 例数 ＷＢＣ 总数 ＲＢＣ 总数　 Ｈｂ 含量　 ＰＬＴ 总数

男性 ２１ ２３４ １ ２４６（５ ８７） 　 ７５６（３ ５６） 　 　 ８７９（４ １４） 　 　 １ ０５７（４ ９８） 　

女性 ７ ３９３ ５３５（７ ２３）∗ ６２０（８ ３９）∗∗ ６２９（８ ５２）∗∗ ３９５（５ ５４）∗

注： 与男性组比较，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２ ３　 年龄对放射工作人员血细胞参数的影响

不同年龄组放射工作人员的外周血细胞参数均有一定变

化， 其中以 ３０～３９ 岁组异常率增高尤为突出， 随着年龄的增

长， 异常率趋于稳定。 见表 ３。
３　 讨论

近年来， 随着辐射防护知识的普及， 防护水平的提高，
辐射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放射工作人员年平均暴露剂量基本

控制在国家规定的个人剂量限值以下， 但长期低剂量暴露对

放射工作者健康损伤的风险仍值得我们关注。
人体受电离辐射后， 最早出现改变的是造血系统， 血细

胞变化特点主要是以中性粒细胞减少的 ＷＢＣ 总数降低， ＲＢＣ、
ＰＬＴ 总数以及 Ｈｂ 含量降低［１］ 。 本文分析了 ２８ ６２７ 名放射工作

·７４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２９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Ｄｅｃ ２０１６，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６



表 ３　 不同年龄两组人员血细胞异常情况比较 例（％）

年龄 （岁） 　 组别 例数 ＷＢＣ 总数 ＲＢＣ 总数 Ｈｂ 含量 ＰＬＴ 总数

２０～２９ 放射组 １１ ３１３ ８３１ （７ ３５）∗∗ ６０３ （５ ３３）∗∗ ６８２ （６ ０３）∗∗ ４８１ （４ ２５）∗∗

对照组 １ １８５ ５４ （４ ５７） ２４ （２ ０１） ２７ （２ ３２） 　 　 １２ （１ ０２） 　 　

３０～３９ 放射组 ８ ９７８ １ ２１９ （１３ ５８）∗∗ ７６５ （８ ５２）∗∗ ７９７ （８ ８８）∗∗ ４７８ （５ ３３）∗∗

对照组 ９４１ ６４ （６ ８） ３２ （３ ４４） ３８ （４ ０５） 　 　 １９ （２ ０４） 　 　

４０～４９ 放射组 ５ １８３ ６１４ （１１ ８５）∗∗ 　 ３９１ （７ ５４）∗∗ ４１０ （７ ９２）∗∗ ２６０ （５ ０２）∗

对照组 ５４３ ２９ （５ ４２） ２３ （４ ２３） 　 ２７ （５ ０３） 　 　 １８ （３ ４５） 　 　

５０～５９ 放射组 ２ １０４ ２２８ （１０ ８７）∗∗ １３８ （６ ５４）∗ １５０ （７ １２）∗ １０１ （４ ７８）∗

对照组 ２２１ １０ （４ ５１） １０ （４ ５８） 　 １１ （５ ０２） 　 　 ７ （３ ０５） 　 　 　

＞６０ 放射组 １ ０４９ １０５ （９ ９９）∗∗ ７２ （６ ８７）∗ ７７ （７ ３４）∗ ５４ （５ １３）∗

对照组 １１０ ６ （５ ３２） ６ （５ ４５） 　 　 ７ （６ １２） 　 　 ４ （３ ８７） 　 　 　

注： 与对照组比较，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人员的血细胞分析资料， 发现放射组血细胞计数及各参数异

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女性较男性组血细胞异常率更加明显，
３０～３９ 岁年龄段变化最大， 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３］ 。

因为机体有强大的代偿功能， 多数器官和组织的功能短

期并不会因为损失少量细胞而受到影响， 并且在小剂量照射

情况下， 异常发生率与受照射剂量的关系不如大剂量照射时

明显， 特异性较差。 由于慢性低剂量辐射对造血系统的生物

效应是损伤与修复同时存在的动态变化过程， 且有累积效应，
因此随着新放射技术和设备的不断应用， 进一步加强放射防

护工作，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包括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和应急照射的健康检查）， 建立个人剂量检测档案， 组

织放射人员定期培训， 对确保放射工作者身体健康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１］ 那向杰， 李敏， 李杰， 等  介入放射学工作者周围血象分析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０９， ３６ （５）： ４３２⁃４３３
［２］ 杨非， 黄中夯， 卢小青， 等  低剂量电离辐射对不同性别从业者

的健康影响现况研究 ［ Ｊ］ ． 中国辐射卫生， ２００９， １８ （ ３）：
２８６⁃２８８

［３］ Ｍｏｔａｇａｎａｈａｌｌｉ 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 Ｂ Ｊ，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ｏｒｇａｎ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 ｓｃａ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ｅｐａｉｒ ［ Ｊ］ ． Ｊ 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２， ５６ （４）： ９２９⁃９３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作者简介： 杜钟庆 （１９７９—）， 男， 主管医师。
通信作者： 芦文丽， 教授， 研究方向： 统计方法在医学研究中的

应用数据挖掘与卫生决策，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ｗｅｎｌｉ＠ ｔｍｕ ｅｄｕ ｃｎ。

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的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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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热释光监测方法， 监测 ５ 家医院介入放射学

工作人员深部个人剂量当量 Ｈｐ （１０）， 并按照岗位类别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 ５ 家医疗机构医师的年有效剂量平均值

分别为 １ ６２、 １ ０１、 ０ ８２、 ０ ８０、 １ ０４ ｍＳｖ， 护士的平均值

分别为 ０ ８６、 ０ ７６、 ０ ６１、 ０ ３０、 ０ ２８ ｍＳｖ， 技师的平均值

分别为 ０ ３２、 ０ ２５、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２４ ｍＳ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岗位年有效剂量大小依次为医师＞护士＞技师。 需要针对重点

人员采取优化的防护措施。
关键词： 介入放射学； 外照射； 个人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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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放射学是以影像诊断和临床诊断为基础， 在影像设

备的引导下， 结合临床治疗学原理， 利用导管、 导丝等器材

对各种疾病进行诊断及治疗的一系列技术。 工作人员需要在

Ｘ 射线机球管附近操作， 难以采取屏蔽设施防护。 本研究按

照医师、 护士和技师三种岗位， 连续 ５ 年对介入放射学工作

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观察和比较受照剂量的分布和变化

情况， 为提高防护质量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天津市 ５ 家三级医院的 １３８ 名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

作为监测对象。 其中， 医师 ９３ 人、 护士 ２５ 人、 技师 ２０ 人。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连续监测 ５ 年。 排除

中途退出者 ３８ 人， 实际监测医师 ７３ 人、 护士 １７ 人、 技师

１０ 人。
１ ２　 方法

采用 ＧＲ２００⁃Ａ 型 ＬｉＦ （Ｍｇ， Ｃｕ， Ｐ） 热释光探测器、 ＴＬＤ４６９
型剂量盒和 ＲＧＤ⁃３Ｂ 型热释光剂量仪。 按照 《职业性外照射

个人监测规范》 （ＧＢＺ１２８—２００２）， 将剂量计佩戴在铅围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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