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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工业氟病患者多项检测结果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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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文对慢性工业性氟病患者进行了X 线摄片
、

智力侧定
、

指甲氟含量
、

脑电图及神经系统症

状体征等多项检查
,

并与同一环境工作而时间较短
,

未诊断为工业性氟病的职工以及远离铝

厂环境的健康人作对照
.

结果发现氟病组和非氟病组及健凉对照组均存在明显差别
.

各项指

标的改变与氟病程度关系密切
.

工业性氟病 智商 脑电图 指甲氟

迄今为止国内有关慢性工业性氟中毒对成

人神经系统影响的报道甚少
。

为了解慢性工业

性氟病患者高级神级中枢的状况
,

我们于 1 9 93

年 11 月对贵州省贵阳市郊的某铝厂电解车间接

触氟环境的职工和对照组进行了X 线摄片
、

智

力测定
、

指甲氟含量测定
、

脑电图
、

神经系统

症状体征等多项检查
。

1 资料和方法

1
.

1 病例选择

A 组
:

72 例工业性氟病患者为贵阳市郊某

铝厂电解铝车间工人
,

其中部分在岗工作
,

部

分已到龄退休
,

在高氟空气浓度环境内工作了

1 6 ~ 2 5年
,

平均 2 1
.

3 e年
。

按 G B 3 2 3 4一 8 2 标

准
,

作骨质X 线检查
,

骨小梁增粗
,

骨周有轻

微改变
,

呈
“
砂布样

”
表现 , l 期 除 躯干 骨

外
,

其余部位亦可受累
,

骨质密度明显增高
,

骨小梁明显增粗
,

呈
“
麻袋纹样

”
表规

,

骨周

改变较为明显和广泛
,
皿期全身大部分骨骼受

损
,

骨质密度显著增高
,

骨小梁 模糊 不 清 如
“大理石样

” ,

长骨皮质增厚
,

髓腔变窄
,

骨

周改变更为明显和广泛
,

椎体间 可有骨 桥 形

成
。

本文诊断为工业性氟病的72 例患者中
,
工

期5 2例
,

l期17 例
,
兀期 3 例

。

均为男性
,

年

龄分布4 3伙62 岁
,

平均 5 1
.

5岁
。

B组
:
与A 组在同一环境内且目前还 在 岗

位上工作
,

工作年限为 4 一1 6年
,

平均为1 5
.

4

年
,
共43 例

,

均为男性
,

年龄35 ~ 5 3岁
,

平均

4 3
.

2岁
。

按G B s2 3 4一 5 2标准
,
达不到工 业 性

佩病的诊断标准
。

C组
:

为远离某铝 J一 的贵阳市区 42 名健康

人
,

均为男性
,

年龄 35 ~ 62 岁
,

平均年龄 4 6
.

9

岁
。

其工作条件
、

经济状况
、

生活习惯等方面

与A
、

B组的情况相似
。

A
、

B
、

C三组文化程 度分 布 无 差 异 性

( P> 0
。

0 5 )
。

1
.

2 监测资料

用铝土矿生产A 1
2
O

: ,

以含氟达 54 % 的冰

晶石
、

氟化铝
、

氟化钙作溶剂 电解生产 金 属

铝
,

全部电解槽分装在两幢厂房内
,

为 8 0 k A上

插式阳极自培槽
,

由于钟罩式密闭排烟及净化

装置长期废置
,

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含氟烟气扩

散于车间内
,

经由天窗排出
,

车间内含氟浓度

较高
,

其合格率较低
。

经测 电解车间空气氟浓

度 ( m g / m ” ) 范围 0
.

3 ~ 1 8
.

9 9 ,

均值 2
.

2 1 ,

合格率为 36
.

36 %
,

超标倍数 1
.

21 (允许浓 度

( 1 m g / m 3 )
。

1
.

3 智力测定采用湖南医科大学龚耀先教授修

订的韦氏智力量表 ( W IA S一R C )
,

由经 过

该项技术培训的神经科医师进行测定
,

测定知

识
,

领悟力
、

算术
、

相似性
、

数字记忆广度
、

词汇
,

数字符号
、

填图
、

木块图
、

图片排列和

图形拼凑等分项目
。

根据各自的量表分换算成

各自的智商
。

1
.

4 指甲氟测定用高温灰化 法
。

A
、

B
、

C 三

组常规作脑电图描记
。

三组均作神经系统的病

史询间
、

体检
。

2 结 果



1 息0

裹 I A
,

B
、

C三组匆力测定结果

组别

人组
B组
C组

言语智商 ( V IQ ) 操作智商 ( P IQ )

7 2
。

3 0 士

8 8
。

4 6 士

1 2
。

1 3
。

3 6 (1 )

19 ( : )

7 1
。

4 6 士 1 1
。

0 5 《1 )

8 2
。

4 6 士 1 2
。

2 8 (t )

1 0 4
。

8 2 士 15
.

2 4 (2 ) 。
3 1 士 1 0

。

2 1 (2 )

总智商 ( F IQ )

7 1
。

9 4 士 1 3
。

8 4 ( 1 ) ( 2 )

8 4
。

5 1 士 1 3
。

1 9 ( 1 ) ( 2 )

9 9
。

4 2 士 1 6
。

8 4 ( 2 )

( 1 ) 示P ( 0
.
0 5

.

( 2 ) 示P ( 0
.

0 1
.

3 ) 示P < 0
.

0 0 5
.

组(

表 Z A
、

B
、

C三组指甲奴含且与智商分布

组别 总智商 ( F IQ )

I 期

l 期
l 期

指甲氟含量 (u g / g )

2 1
。
8 6 4 士 2 0

。
9 6 1

6 8
.

1 8 3 士 4 4
.

4 6 2 ( . ) ‘名)

8 2
。

1 8 3 士 3 9
。

1 1 0 ‘3 ) (2 )

1 9
。

4 6 4 士 18
。

0 8 2 ( z )

12
。

0 3 7 士 7
.

8 6 5 (s )

7 2
。

1 3 士 1 3
。

0 5 (吕)

7 1
。

2 1 士 1 1
。
2 3 ( : )

6 8
。

7 3 士 4
。

6 5 《2 )

8 4
。

5 1 士 1 3
。

19 (乙)

9 9
。

4 2 士 1 6
。

8 4 ( 2 )

组组组九珍C

脑 电图描记
:

A 组中度异常 4 例 (5
.

6 % )
,

轻度异 常13 例 ( 1 8
.

。% )
,

边 缘 状 态 19 例

( 2 6
.

4 % )
,

正常 5 6例 ( 5 0
.

0 % )
。

B组轻 度

异常 5 例 ( 1 1
。

6 % )
,

边缘状态 8 例 (1 8
.

6 % )
,

正常30 例 ( 6 9
.

8 % )
。

C组除 3 例 为 边 缘 状

态
,

余为正常
。

神经系统症状与体征
:

A 组72 例 均 有 症

状
,

有头昏
、

乏力
、

记忆减退
、

睡眠障碍
,

关

节疼痛的了2例 ( 1 0 0 % )
,

头痛6 0例 ( 5 3
.

3 %
,

腰痛 70 例 ( 97
.

3 % )
,

视力模糊 和 多 汗 57 例

( 7 9
.

2 % )
,

肢体麻木 5 4例 ( 7 5 % )
,

阵性晕

厥20 例 ( 2 7
.

8 % )
,

肌张力增高 4 1例 (5 6
.

9 % )
,

全身痛觉减退 40 例 ( 5 5
。

6 % )
,

四肢肌力减退

24 例 ( 33
.

3 % )
,

眼一颜面反射和皮质面反射
阳性 21 例 ( 29

.

1 % )
,

巴彬斯基征 阳 性 8 例

( 1 1
。

l % )
,

关 节 畸 形 或 脊 柱 侧 弯 60 例
( 5 3

.

3 % )
。

B组有症状的为 2 3例 ( 5 3
.

5 % )
,

其中头昏12 例 ( 2 7
.

4 % )
,

无力
、

记忆减退 10

例 ( 2 3
。

3 % )
,

睡眠障碍 9 例 ( 2 1
.

2 % )
,

关

节疼痛 20 例 ( 4 6
.

5 % )
。

C组 42 例均无症状和

体征
。

3 讨 论

近年来我国在地氟病的研究中发现氟中毒
的胎儿大脑

、

海马
、

小脑皮质神经细胞发育较

差
,

细胞体积小
,

分布密集
,

各胎龄胎儿大脑

中央前回皮质细胞线粒体的数密度
、

体密度和

表面密度均明显低于同龄非病区组
‘”

。

但对中

枢神经系统已发育成熟的成年人
,

高氟对中枢

神经系统影响的报道甚少
。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

现
,

A 组患者的脑电图出现较多的中低 波幅 O

波
, a节律慢化

, a 指数均值下降
, a 波波幅

降低
。

IQ测查
、

语言智商
、

操作智商 及 总 智

商降低
。

A 组受试者儿乎都显示了非特异性中

毒的表现
,

如头昏
、

乏力
、

记忆减退
、

睡眠障

碍
、

头痛
,

有部分病人还有肌力减退
,

肌张力

增高
,

甚至有病理征出现
,

反映了氟中毒对成

人神经系统损害的广泛性
。

B组因在高氟环境的平均工作时 间比A 组

短
,

其指甲氟含量 比A 组低
,

智商测查成绩比
A 组的好 ( P< 0

.

0 5 )
。

在临床表 现 方面
,

B

组显示非特异性中毒症状的人数 比例明显低于
A 组

,

脑 电图的异常率比A 组低
,

反映氟中 毒

时神经系统受损害的程度与氟病程 度 密 切 相

关
。

氟作为原生质毒物
,

过量时
,

对人和动物

的细胞具有一定的毒性作用
。

氟可透过血脑屏

障
,

并在脑组织中蓄积
,

造成对神经系统的损

伤
,

干扰大脑功能及引起神经系 统 的病理 改

变
( 么 ’。

这些病理过程影响了神经系统的机能
,

造成神经系统渐进性的损害
。

从A
、

B组 的对

比可以看出
,

在高氟环境中接触时间越长
,

氟

中毒的程度越重
,

智商降低越明显
,

脑电图异

常率越高
,

神经系统阳性体征越多
。

通过A
、

B
、

C三组的比较分析
,

可 以 判

断工业性氟中毒是以渐进性方式影响成年人的

大脑及神经系统其他方面的正常机能和代谢
,

随着氟病病程的发展
,

神经系统的损害逐渐加
重

,

受损程度与接触氟的时间
,

甲氟含量等方

面密切相关
。

高氟损害不仅对骨和韧带
、

肌键

等软组织
,

而且对整个神经系统都是较为广泛

的
,

这对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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