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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了解武汉市蓄电池企业铅职业接触状况 , 分别对 5

家蓄电池企业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进行检测 , 超标率达

70.53%, 对 1 804名接触铅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血铅≥

400μg/L者达 17.52%。该市蓄电池企业铅危害严重 , 直接

损害着工人的身体健康 , 应加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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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电池的生产过程中 , 铅是最主要的职业危害。在

2002年我国各类职业病的报告中 , 铅及其化合物居慢性中毒

首位 [ 1] , 而就我国目前的铅酸蓄电池生产情况看来 , 中小规

模的生产企业占据了很大的蓄电池市场空间 [ 2] , 职业性铅中

毒是我国常见且发病率高的职业病之一 [ 3] 。为了解武汉市蓄

电池企业职业接触铅状况 , 对该市 5家铅酸蓄电池企业的职

业卫生 、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及接铅工人健康状况进行了

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市 5家铅酸蓄电池企业 (以下分别用 A、 B、 C、 D、 E

表示), 分别有铅作业工人 74、 428、 274、 775和 253人 , 共

1 804人 , 其中男性 1 073名 、 女性 731名 , 年龄 17 ～ 62岁 、平

均 (35.31 ±6.74)岁 , 接铅工龄 1 ～ 37 年 、平均 (4.87 ±

4.13)年。

1.2　方法

1.2.1　工作场所铅烟 、 铅尘浓度测定　按 GBZ159— 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检测采样规范》 的要求进行现场布

点 , 用 FC-2型粉尘采样器长时间采样方法采集空气样品。执

行标准 GBZ/T160.10— 2004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

评价依据 GBZ2.1— 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因素》。

1.2.2　职业健康检查内容　采用统一的调查表进行问卷调

查 , 调查内容为个人基本资料 、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 每周工

作天数 、 烟酒史和卫生防护知识认知状况。按 《职业健康监

护管理方法》 中的铅及化合物在岗期间检查项目进行健康检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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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铅。

1.2.3　血铅测定及诊断标准　采集接触铅工人空腹静脉血 2

ml, 使用 SOLAARMK2M6型号的仪器 , 用微分电位溶出测定

法 (WS/T21— 1996)进行血铅测定。诊断标准 GBZ37— 2002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并将血铅超标分为两组 , 400

～ 600μg/L和≥600 μg/L。

2　结果

2.1　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5家蓄电池企业为合资或私营企业 , 机械化程度不高 , 生

产工艺流程基本相似 , 大致为:

熔铅合金 ※板栅浇铸 ※板栅

　熔电解铅※铅粉制造※硫酸 、 铅粉和膏※涂片※固化干燥

↑

　　成品→化成充电→注酸→封胶→焊接→包片→刷耳配重

熔铅 、 板栅浇铸时大多数为敞开作业 , 包片 、 收片 、 焊

接 、 封胶绝大多数为手工作业 , 有些工位没有局部抽风除尘

设施 , 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无悬挂防护警示标识 , 大部分工人

佩戴的是纱布口罩 , 防尘口罩佩戴率仅 19.7%。 接铅工人对

铅作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铅尘或铅烟吸收进入体内的主要

途径 、 可致何种职业病 、 铅作业的职业禁忌证等知识的知晓

率为 13.4%;在卫生防护方面 , 认为应穿工作服 , 佩戴手套 、

防尘口罩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 63.7%, 认为应安装机械通风

排毒设施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 11.2%。绝大多数企业实行三

班倒工作制 , 每周 6 d, 每天工作 8 h以上 , 经常连续加班。

2.2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测定情况

共采集具有代表性工作地点的铅烟 、 铅尘样品 95份 , 其

中 67份超标 , 超标率达 70.53%, 铅浓度范围 0.003 ～ 0.841

mg/m3 , 最高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 16.82倍 , 铅烟

均值 (0.085 ±0.112)mg/m3、 铅尘均值 (0.196 ±0.248)

mg/m3 , 均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 A、B、C3家企业超标

尤其突出 , 铅烟超标率达 100%、铅尘达 75%以上(见表 1)。

2.3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本次健康检查结果为头晕 14.32%, 头痛 5.02%, 乏力

18.25%, 睡眠障碍 7.13%, 食欲不振 21.53%, 腹部隐痛

7.29%, 便秘 8.19%, 血红蛋白降低 6.29%。

2.4　血铅测定及疑似职业病发病情况

本次受检的 5家企业检测有效数据 1 804人 , 血铅值呈正

态分布 (见 图 1), 血 铅范围 39.7 ～ 899.2μg/L, 均值

(271.53±132.37)μg/L。血铅≥400 μg/L即疑似职业性铅

中毒观察对象和疑似职业性铅中毒 ,共有 316人 ,占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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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3家企业接铅工人血铅超标相当严重 , 超标率分别为

72.97%、 33.88%、 29.20%, 见表 2。

表 1　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检测情况 mg/m3

企业 样品 样品数 浓度范围 x±s 超标数超标率 (%)

A 铅烟 8 0.058～ 0.342 0.140±0.138 8 100.00

铅尘 10 0.013～ 0.454 0.247±0.197 8 80.00

B 铅烟 12 0.034～ 0.062 0.042±0.017 12 100.00

铅尘 8 0.035～ 0.725 0.242±0.323 6 75.00

C 铅烟 12 0.032～ 0.480 0.151±0.169 12 100.00

铅尘 9 0.124～ 0.841 0.382±0.398 9 100.00

D 铅烟 8 0.014～ 0.300 0.090±0.140 2 25.00

铅尘 6 0.012～ 0.040 0.026±0.014 0 0.00

E 铅烟 12 0.003～ 0.255 0.062±0.075 7 58.33

铅尘 10 0.004～ 0.618 0.148±0.211 3 30.00

合计 铅烟 52 0.003～ 0.480 0.085±0.112 41 70.53

铅尘 43 0.004～ 0.841 0.196±0.248 26

注: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铅烟 PC-TWA 0.03mg/m3 , 铅尘 PC-

TWA 0.05mg/m3。
图 1　血铅值分布情况

表 2　血铅结果及疑似职业病发病情况

企业 人数
血铅 (μg/L)

范围 x±s

血铅 400 ～ 600μg/L

例数 检出率 (%)

血铅≥ 600μg/L

例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A 74 102.3 ～ 899.2 494.66±132.64 36 48.65 18 24.32 72.97

B 428 68.5 ～ 775.4 349.85±138.29 126 29.44 19 4.44 33.88

C 274 100.9 ～ 709.8 326.06±76.83 69 25.18 11 4.01 29.20

D 775 48.0 ～ 532.6 228.80±84.09 25 3.23 0 0.00 3.23

E 253 39.7 ～ 459.7 145.59±81.60 12 4.74 0 0.00 4.74

合计 1 804 39.7 ～ 899.2 271.53±132.37 268 14.86 48 2.66 17.52

注:血铅≥400μg/L即疑似职业性铅中毒观察对象和疑似职业性铅中毒。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该市蓄电池企业铅职业病危害严重 ,

直接损害着工人的身体健康 , 虽然自 2004年起每年进行生产

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对接触铅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 ,

发现血铅超标即进行脱产驱铅 3 ～ 6个疗程后 24 h尿铅值均降

到 <0.3mg/L, 血铅 <400 μg/L出院 , 但是铅作业人员观察

对象与铅中毒的发生率仍然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 血铅超标率

仍高达 17.52%, 说明仅仅依靠临床驱铅治疗 , 已经不能解决

日益多发的铅中毒患者的问题。据调查 , 发生职业病后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与生产过程中控制职业病发生和预防职业病的

投入比例为 7∶4∶1。目前认为 , 减少职业病发生的关键是预防

和避免其发生以及将发病的严重程度降至最低限度 , 是职业

病防治工作的理想目标 [ 4] 。铅中毒和其他职业病一样 , 从一

定意义上来说 , 都是一种人为疾病 , 同时又是完全可以预防

的疾病。

因此 , 笔者建议:(1)加强职业卫生监督部门的执法力

度 , 严格执行 《职业病防治法》 、 《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等相

关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 , 督促企业改进工艺 , 对于铅浓度超

标场所安装有效的局部抽风排毒装置。 (2)需要企业加强管

理策略 、 健康教育 、 卫生服务等综合干预措施 , 各级职业病

防治机构为企业开设有针对性的职业健康教育课程 , 提高工

人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 , 提高工人接受职业卫生服务 , 遵

守安全卫生操作规范的自觉性 , 更好地发挥工人主观能动性 ,

改善卫生行为 ,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 减少铅接触量 , 尤其在

现有生产条件不能完全改善时 , 职业健康管理 、 职业健康教

育及其监督落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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