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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配对 ｔ 检验和 χ２检验比较 ２０１７ 年入职且 ２０１８
年在岗的本市 １ ０４０ 名苯作业工人上岗前后血小板参数变化。
结果显示， 从事苯作业 １ 年后， 血小板计数 （ＰＬＴ）、 血小板

比积 （ＰＣＴ） 和血小板分布宽度 （ＰＤＷ） 值有所增大 （Ｐ 均＜
０ ００１）， 血小板平均体积 （ＭＰＶ） 和大血小板比率 （Ｐ⁃ＬＣＲ）
值有所降低 （Ｐ 均＜０ ００１）； ＰＬＴ 和 ＰＣＴ 异常升高率增大 （Ｐ
均＜０ ００１）， Ｐ⁃ＬＣＲ 异常降低率增大 （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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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及苯系物所致的工人血象改变是职业性苯中

毒和职业性苯所致白血病的重要诊断依据［１， ２］ 。 依

据相关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和 《职业性苯中毒的

诊断》 （ＧＢＺ６８—２０１３）， 血常规为苯作业健康监护

的必检项目。 苯作业工人前期健康改变值得医学界

关注并及早采取相应预防控制措施［３， ４］ 。 由于产业

工人流动性较大以及既往研究侧重于苯作业工人法

定职业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尚无苯作业工人

上岗前后血象改变特征的多行业人群追踪研究， 我

们特对本市同一批苯作业工人上岗前后血小板参数

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所用数据来源于我院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职业健康监护数据库中体检的接苯职业人群

健康检查报告， 包括基本情况、 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

接触史、 健康监护类型、 健康检查结果和小结等。
体检项 目 严 格 按 照 《职 业 健 康 监 护 技 术 规 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制订， 实验室质量控制达标， 检

测结果可靠。
１ ２　 方法　 分别提取我院 ２０１８ 年在岗期间定期健

康检查数据和 ２０１７ 年上岗前健康检查数据， 选定职

业病危害因素为苯， 健康检查结果为血小板相关指

标， 包括血小板计数 （ＰＬＴ）、 血小板比积 （ＰＣＴ）、
血小 板 平 均 体 积 （ ＭＰＶ ）、 血 小 板 分 布 宽 度

（ＰＤＷ） 和大血小板比率 （Ｐ⁃ＬＣＲ）。 对于 １ 年内进

行 ２ 次及以上体检的职工只采用第一次检查数据。
对血小板极端高值和低值进行溯源， 谨慎取舍。 比

较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数据， 只保留 ２０１７ 年入职且

２０１８ 年仍在岗的苯作业工人数据。 正常参考值范围

ＰＬＴ 为 （ １２５ ～ ３５０ ） × １０９ ／ Ｌ， ＰＣＴ ０ １０８％ ～
０ ２８２％， ＭＰＶ 为 ９ ～ １３ ｆｌ， ＰＤＷ ９％ ～ １７％， Ｐ⁃ＬＣＲ
１３％ ～４３％。 检测结果高于或低于正常参考值范围

则定义为升高或降低。
１ ３　 统计分析　 使用均数和标准差分别描述各血小

板参数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 使用配对 ｔ 检验分别

比较上岗前和在岗期间 ＰＬＴ、 ＰＣＴ、 ＭＰＶ、 ＰＤＷ 和

Ｐ⁃ＬＣＲ 差异， 同时采用 χ２检验比较上岗前后各血小板

参数异常升高率和降低率是否发生改变。 统计分析所

用软件为 Ｒ，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从事苯作业 １ 年前后血小板参数均数比较　 本

研究共纳入苯作业工人 １ ０４０ 名， 其中男 ８５８ 人、 女

１８２ 人， 平均年龄 （３１±８） 岁。 从事苯作业 １ 年后，
ＰＬＴ、 ＰＣＴ 和 ＰＤＷ 值有所增大 （Ｐ＜０ ００１）， ＭＰＶ 和

Ｐ⁃ＬＣＲ 值降低 （Ｐ ＜ ０ ００１）。 所有的血小板参数在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
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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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从事苯作业 １ 年前后血小板参数配对 ｔ 检验结果 （ｘ±ｓ）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差值 ｔ 值 Ｐ 值

ＰＬＴ（×１０９ ／ Ｌ） ２３９ ８０±５７ ４４ ２６１ ４９±６３ ３１ ２１ ６９ １５ ８９ ＜０ ００１

ＰＣＴ （％） ０ ２４±０ ０６ ０ ２５±０ ０７ ０ ０２ １０ ４０ ＜０ ００１

ＭＰＶ （ｆｌ） １３ ３２±２ ４６ １２ ７８±２ ３７ －０ ５４ ６ ５２ ＜０ ００１

ＰＤＷ （％） ２５ ５２±９ ６４ ２６ ７４±９ ９６ １ ２２ ６ ７５ ＜０ ００１

Ｐ⁃ＬＣＲ（％） １０ ０８±１ ３４ ９ ８５±１ ５５ －０ ２３ －５ ６３ ＜０ ００１

２ ２　 血小板参数升高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ＰＬＴ 和 ＰＣＴ 升

高率高于 ２０１７ 年 （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ＰＣＴ 异常升

高例数最多， Ｐ⁃ＬＣＲ 异常升高例数最少。 详见表 ２。

　 表 ２　 从事苯作业 １年前后血小板参数升高率比较 例 （％）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差值 χ２值 Ｐ 值

ＰＬＴ ３６ （３ ４６） ６９ （６ ６３） ３ １７ １０ ９２ ＜０ ００１

ＰＣＴ １９２ （１８ ４６） ３１１ （２９ ９０） １１ ４４ ３７ １３ ＜０ ００１

ＭＰＶ ５２ （５ ００） ３９ （３ ７５） －１ ２５ １ ９４ ０ １６３

ＰＤＷ ４５ （４ ３３） ６１ （５ ８７） １ ５４ ２ ５４ ０ １１１

Ｐ⁃ＬＣＲ １３ （１ ２５） １１ （１ ０６）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６８１

２ ３　 血小板参数降低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Ｐ⁃ＬＣＲ 异常降低

率高于 ２０１７ 年 （ χ２ ＝ ５９ ９０， Ｐ ＜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Ｐ⁃ＬＣＲ异常降低例数最多， ＰＣＴ 异常降低例数最少。
详见表 ３。

　 表 ３　 从事苯作业 １年前后血小板参数降低率比较 例 （％）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差值 χ２值 Ｐ 值

ＰＬＴ ８ （０ ７７） ５ （０ ４８） －０ ２９ ０ ７０ ０ ４０４

ＰＣＴ ２ （０ １９） １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 ０００

ＭＰＶ ２４ （２ ３１） ２０ （１ ９２） －０ ３８ ０ ３７ ０ ５４２

ＰＤＷ ８７ （８ ３７） ７０ （６ ７３） －１ ６３ １ ９９ ０ １５８

Ｐ⁃ＬＣＲ ２０４ （１９ ６２） ３６１ （３４ ７１） １５ １０ ５９ ９０ ＜０ ００１

２ ４　 血小板参数变化规律　 ＰＬＴ 和 ＰＣＴ 异常升高率

明显大于降低率； Ｐ⁃ＬＣＲ 异常升高率明显小于降低

率； ＭＰＶ 异常升高率略微大于降低率； ＰＤＷ 值异常

升高率略微小于降低率。 Ｐ⁃ＬＣＲ 降低和 ＰＣＴ 升高为

最常观察到的血小板参数异常， ＰＬＴ、 ＰＣＴ 降低和

Ｐ⁃ＬＣＲ升高为最不易观察到的血小板参数异常。

３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 １ ０４０ 名苯作业工人上岗前和上岗

１ 年后的血小板参数对比分析发现， 从事苯作业 １ 年

后 ＰＬＴ、 ＰＣＴ 和 ＰＤＷ 有所增大， ＭＰＶ 和 Ｐ⁃ＬＣＲ 有所

降低， ＰＬＴ 和 ＰＣＴ 异常升高率增大， Ｐ⁃ＬＣＲ 异常降

低率增大。 ＰＬＴ 计数升高以及异常升高率增大这一结

果需要进一步分析。
有关苯接触工人血小板参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

前瞻性研究均显示， 随着苯接触时间延长， ＰＬＴ 呈下

降趋势， ＰＣＴ、 ＭＰＶ、 ＰＤＷ 和 Ｐ⁃ＬＣＲ 比率呈上升趋

势［５， ６］。 相关的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７］， 苯暴露工人 ＰＬＴ 计

数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 进一步的亚组分析发现，
当苯暴露浓度＞０ ３２５ ｍｇ ／ ｍ３ 时， ＰＬＴ 计数明显下降；
当苯暴露浓度＜０ ３２５ ｍｇ ／ ｍ３时， ＰＬＴ 计数不再下降。

本研究为前后测量的配对设计具有混杂因素较少

和前因后果的优势； 同时， 分析了上岗前后 ＰＬＴ、
ＰＣＴ、 ＭＰＶ、 ＰＤＷ 和 Ｐ⁃ＬＣＲ 共 ５ 种血小板参数的变

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小板参数的变化规律。 本

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是时间因素干扰［８］和健康工人效

应［９］。 两人群除苯接触外其余特征基本一致， ２０１８
年的苯作业工人比 ２０１７ 年的岗前体检工人年龄增长 １
岁， 故无法判断相关血小板参数的改变是否全部或部

分归结于年龄的改变， 时间因素干扰是前后测量配对

设计的固有缺陷， 无法校正， 考虑到正常人 １ 年时间

血小板参数改变并不显著， 因此有理由判断观察到的

血小板参数改变与年龄关联不大。 同时， 由于员工的

流动性， ２０１７ 年苯作业岗前体检人群到 ２０１８ 年仅留

存 １ ０４０ 人， 有相当多的工人未参加 ２０１８ 年体检或离

职转岗， 因此坚守在苯作业岗位且如期参加体检的工

人难以完全代表真实的苯作业群体， 健康工人效应无

法避免。
本研究观察到从事苯作业 １ 年后工人 ＰＬＴ 计数升

高现象， 与教材及众多同行报道相左。 该结论虽不能

直接用于职业性苯中毒的临床诊疗实践， 但提示苯作

业工人早期可能不会出现 ＰＬＴ 计数降低， 甚至会出现

升高现象， 类似于 Ｈｏｒｍｅｓｉｓ 效应。 本研究结论是建立

在 １ 年观察期内， 更长观察时间血小板参数变化规律

尚待继续观察， 但珠三角地区产业工人流动性大［１０］，
更长观察时间会导致样本量急剧减小。 苯作为常见职

业危害因素所致工人健康状况的改变仍需要进一步研

究， 特别是长时间、 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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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３０ 例矽尘作业工人肺功能检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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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解青海省矽尘作业工人肺部损伤情况， 将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２０１７ 年矽尘作业工人肺功

能检查 结 果 导 出 并 分 析。 ７ ８３０ 例 矽 尘 作 业 工 人 ＦＶＣ％、
ＦＥＶ１％和 ＦＥＶ１ ／ ＦＶＣ％异常检出率分别为 ２２ ６％、 １１ ６％ 和

２ ８％； 三项指标在地区分布、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 行业分

布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应加强对矽尘作业工人的

定期肺功能检查， 早期发现肺部损伤， 保护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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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是我省严重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重点职业病

之一， 肺功能检查是工人劳动能力鉴定和肺部损伤评

价的主要依据。 本文对 ２０１７ 年青海省重点职业病监

测中 ７ ８３０ 例矽尘作业工人肺功能检查结果进行分

析， 以了解矽尘作业工人肺部损伤情况， 进一步做好

矽肺病的早期预防和控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按照国家 《重点职业病监测与健康风险

评估工作方案》 的要求， 提取 ２０１７ 年青海省重点职

业病监测中 ７ ８３０ 例矽尘作业工人的肺功能数据资料

进行分析， 包括性别、 年龄、 工龄等人口学资料和作

业工人所在企业的相关信息。
１ ２　 方法 　 通过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

统” 导出矽尘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数据资料， 使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进行汇总分析。 肺通气功能按照 《职工工

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ＧＢ ／ Ｔ１６１８０—２００６） 中肺功

能损伤程度分级进行判定， 肺功能异常为用力肺活量

（ＦＶＣ％）、 １ 秒用力肺活量 （ＦＥＶ１％） 及用力肺活量

１ 秒率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中任一指标低于正常值 （分
别为 ８０％、 ８０％及 ７０％）。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资料整

理录入， 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７ ８３０ 例矽尘作业工人中男性 ５ ９６３
例、 女性 １ ８６７ 例， 平均年龄 （３６ ８±９ ２） 岁。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的要求

７ ８３０例矽尘作业工人均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包括心电图、 血压、 Ｘ 线胸片、 肺功能等。 结果见

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青海省矽尘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项目 体检人数 异常人数 异常率 （％）

心电图 ７ ８３２ １ ７０２ ２１ ７
血压 ３ ０２９ ２８０ ９ ２
胸部 Ｘ 线片

　 其他异常 ７ ８０７ ２９３ ３ ８
　 尘肺样改变 ７ ８０７ ５０ ０ ６
肺功能

　 ＦＶＣ％ ７ ８３０ １ ７７２ ２２ ６
　 ＦＥＶ１％ ７ ８３０ ９１０ １１ ６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７ ８３０ ２１７ ２ ８

　 　 注： 例数以实际检查人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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