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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报道
,

驾驶员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可 引

起血压增高
,

易发冠心病
。

本次调查结果驾驶员的高

血压
、

冠心病发病率高于对照组
,

虽无显著性意义
,

但亦不能排除精神紧张因素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

消化系癌发病率高于对照组
,

可能与消化系疾患

多发有关
,

也不能排除柴油废气中某种成份 以 及 生

活
、

劳动条件等诸因素的作用
。

小 结 与 建 议

黄石铜录山矿驾驶员 15 年来发病率以胃肠炎
、

胃

及十二指肠溃疡
、

膝腰关节炎最高
,

与电钳维修工比

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由此提示这些疾病的多

发与职业因素有关
。

建议将胃肠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

疡
、

膝腰关节炎等作为驾驶员职业多发病来考虑
,

在

研究驾驶员职业危害因素对消化系疾病的影响中
,

需

探明其生活习惯
、

精神紧张
、

振动
、

噪音等多因素中某

一因素的重要作用
,

以便重点采取卫生防护措施
,

控

制和降低驾驶员消化系疾病发病率
,

提高健康水平
。

驾驶员的高血压
、

冠心病发病率亦高矛对照组
,

但从整个发病情况来看
,

驾驶员的高血压
、

冠心病发

病与其职业因素并无明显关系
。

上海市乡镇企业发现首批矽肺的调查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近年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

我们于 1 9 8 8年 1 0月对

本市某乡镇企业抛毛车间石英粉尘的危害进行了全面

调查
,

发现一批
“
典型

”

的矽肺
。

该车间 10吕1年 4 月投产
。

生产过程为
:

光面涤纶

薄膜* 切割分卷 , 抛毛 、 整理检查、 包装出厂
。

工人

用备箕将石英砂从地上举送倒入抛毛机 上方的料斗
,

高速旋转轴上的叶片将砂打在缓缓移动的薄膜表面
,

使呈毛玻璃样
,

用鸡毛掸扫及抹布除去薄膜表面石英

砂
,

共 3 台抛毛机
,

1 9 8 1~ 1 9 8 8年石英砂用量由劝吨

猛增至 2 3 2 吨
,

生产速度发展
,

因而在工厂 区地上
、

建筑物上都沉积着一层石英砂
。

调查中
,

测定了空气

中粉尘浓度
,

模拟 1 9 8 5 年前生产时情况
,

掀起隔离

板
、

关闭除尘通风机再行测定
,

并分析了粉尘分散度

和游离 5 10 : 含量
,

询间了职业史
、

既往史
、

症状
,

进行体格检查
,

拍胸大片集体读片诊断
。

调查结果
,

在开机后两小时工作地点空气中粉尘

浓度见表 1
。

厂区内环境空气中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

抛毛车间

门口 1 .0 7m g /魏3 ,

场院中央 2
.

3m g/ m
3 ,

厂门卫室

内 2
.

加刀g /m
3 ,

厂长办公室门 口 2浦m g
z勺1 1 3 。

粉尘分散度测定结果见表 2
。

粉尘中游离 5 10 : 含量
:

新石英砂 92
.

4 %
,

旧石

英砂们
。

药%
,

料斗上积尘邪
.

16 %
。

该车间累计工人 5 7名
,

男 9名
、

女 48 名
。

初次拍

片确诊 I
毕

期 6 例
,

l 期 1 例
。

3 一12 个月复查 了+0

1 1人中的 9名
,

6 例定为 I 期
,

1 例升为 I期 ; 复查

I
十

期中伴发白区 2 例迅速升为皿期
。

该车间患病率

高达“
。
5 6 %

,

远比本市矽肺平均患病率 2
.

6 %高
。

接

尘工龄最短 2
.

3年
,

平均 5
.

9年
,

1 例合并 自发性气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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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机掸扫 (开通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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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右英砂走廊 (开通风 )

堆石英砂走廊 (关通风 )

第 二次弹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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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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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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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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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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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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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粉尘分散度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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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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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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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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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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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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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者年龄 3 4岁

,

接尘到死亡仅 8
.

了年
,

这是近年来

少见的
。

5。年代初
,
上海一些石英粉厂发生过一组急

性矽肺
,

工龄 2 ~ 5 年
,

接尘到 l 期 4
.

3 年
,

到死亡

仅 5
.

2年 , 经改进
,

发病工龄延长至 11 一 38 年
。

6 0年

代初本市某钢厂清砂工接尘到发病平均 5
.

2 年
,

升 I

期平均 2
.

5年
,

升 l 期平均4
.

3年
,

40 例死亡者接尘到

死亡仅 17 年 ; 该车间采用了降尘措施
,

特别是 19 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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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石灰石砂代替石英砂造型后
,

新参加该工作的近

百人貂 %工龄超过 17 年至今未发生尘肺
。

造成该乡镇

企业现在这种严重情况的原因是
,

起初领 导 和 工 人

对石英砂的危害全然不知
,

国家的有关卫生监督法规

在这类乡镇企业中又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和有效地发生

作用
。

现在
,

我所正配合有关主管局协助该乡镇企业

健全预防措施
,

加强密闭和通风
,

矽尘浓度 已 降 至

。 .

5一 6
.

4m g / m
3 ,

!今后还将进一步研究消除矽尘危害

的措施
。

苯
、

二甲苯作业工人自然流产的调查分析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职工医院职业病科 聂水久

表 1 苯
、

二甲苯作业女工自然流产率

组 别 人数 妊娠数 自然流产数 自然流产率 %

加34
ù
匕9自
..山毛

九舀丹七接触组
( 1 9 3 1~ 1 9 8 4 )

婚后调岗组
( 19 8 5~ 1 9 8 9 )

对 照组

2 9

5 7

表 2 苯
、

二甲苯作业工人自然流产率

组 别 人数 妊娠数 自然流产数 自然流产率%

八卜Un甘eU们乙2。11吐

苯
、

二甲苯是否能引起女工 自然流产
,

目前尚有

争论
。

我们分别于 1 9 5 1年 4 月一 1 9 5 5年 4 月和 1 9 8 5年

4 月 一 1 9 9 0年 4 月
,

两次对某化纤公司从事苯
、

二甲

苯作业工人进行了调查
。

其中男工 5 4名
,

女工97 名
。

妊娠的 68名苯
、

二甲苯作业女工为 1 9 8 1年 1 月 1

日一 1 9 8 4年 12 月 31 日工资在册的职工
,

其 中 4 3名为女

工一方接触
,

25 名为夫妻双方均接触
。

平均年龄 30
.

7

岁 ( 2 6
.

5一 3 6岁 )
,

平均工龄 4 年 ( 3
.

0
, ~ 7

.

5年 )
。

婚后脱离接触并妊娠的29 对夫妇为工9 8 5年 1 月 1 日~

1 9 8 9年12 月 31 日工资在册的工人
。

平均年龄 28
.

9 岁

( 2 3一 3 5岁 ) ,

平均工龄 4
.

6年 ( 2
.

5一 8 年 )
。

本工

司不接触苯
、

二甲苯作业 57 对夫妇为对照组
,

平均年

龄 3 0
.

6岁 ( 2 3一 36岁 ) ,

平均工龄 连
.

6 年 ( 2
.

5~ 7
.

5

年 )
。

用 专用的调查卡
,

由专业人员追询职业史
、

自然

流产史
、

女工妊娠患病史和服药史
。

排除人 工 流 产

者
、

生殖器急慢性疾病者
。

详细了解其诊断依据
。

生产环境空气中苯
、

二甲苯 平 均 浓 度 为 4 6
.

8

m g /m
3 (8

.

51 一 1 2 6
.

6 3n 唱 / m
” )

。

接触各组与对照组女工白然流产率见表 1
、

表 2
。

经统计学分析
,

接触组女工自然流产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仪 2 值为 5
,

8 3
,

P < 0
.

05 ) , 夫妻双方和女工一方分

别与对照 组相比
,

夫妻双方的自然流产率最高 ( 2 2值

为 5
.

7 4
,

P < 0
.

0 5 ) ; 女工一方次之 仪
2
值为 3

。

6 5
,

P >

。 .

0 5) ; 婚后调岗与对照组比较
,

义. 值为 0
.

01
, P >

0
。

0 5
0

夫妻双方 2 5对

女工一方 43

对照组 57 对

3 4

5 4

6 1

实验研究证明
,

苯类有致胚胎毒性作用
。

本次 4

年回顾性调查表明
,

68 名女工在苯
、

二甲苯浓度有时

超标的情况下工作
,

自然流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夫妻双方和女工一方与对照 组的比较
,

夫妻双万

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

而女工一方组无统计学意义
。

提

示苯
、

二甲苯对男工的生殖力也可产生一定的影响
。

夫妻双方组的自然流产率增高
,

可能存在双方生殖力

损伤的共同因素
。

婚后调岗的 29 对夫妇
,

其自然流产率为 9
.

4 %

仪 . 值为 0
.

01
,

P > 。
.

05 )
,

表明脱离该毒物的接触

后
,

对生殖力的影响可能消失
。

(本文承蒙辽阳化纤公司医 院职业病科王勇义 副主任医

师
、

妇产科安邦怀副主任医师指 导
,

特此致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