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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所致肢端骨硬化 X线表现

X线表现

{

位岗年龄

沉析 右手 2
、

3指 末节
,

左手 4 指 末节 骨髓 腔内致密斑点状阴影

工龄一13

干燥 左手 2指 末节骨密度增高并拇侧基底小斑点状致 密 阴
影

,

右手小指末节骨密度 增商

}
J

一

抓乙 烯
右手 2 指末节溶骨

、

仅残留末节从底
,

右手 3 指末节骨
质 疏松

、

右手 通
、

5指 末节 骨硬化
,

左手 〕 、 2抬末节沿骨皮质

局限性 什使化

左 拇趾末节件
,
心性小沙」j侈

骨硬化

州一川一州一

聚 合 右手 3 招末节尺侧沿骨皮质局 限性骨反化

性别一女一一女男一女
X一。ù 0一c一

丽 …
女

卜… 聚合 右手 2
、

3抬末 竹
,

左手 2 抬末节斑点状致密形

。 7 2

}
女

聚合釜 左手 3 指末节中心 性小 回形骨硬化

” 。8 1

}
女

卜 }
7

…司 左手 4 指末节斑点 状致密影

111 1 111 女女 3 444 555 沉析析 右手 3
、
4指末节

,

左手 2 、
3

、
4指末节斑点状影影

000 2222 女女 3 444 777 沉 析析析 左 足 2 趾末节中心性 小四四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骨硬化化

000 7 000 女女 3 OOO 1 000 压编编编 右足 , 别
_

末节
`
1
,
心 性 」

、

圆圆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骨硬化化

000 7 111 女女 3 OOO 555 转化化 左手 4 找末节
,

右手 4 指末节斑 点状致 密影影 左 足 4趾第 2省拇侧小片状状
致致致致致致致致 密影影

111 1333 男男 3 666 1 000 聚合篮篮篮 左 足 2趾第卫节小圆形什硬硬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000 8 444 女女 3 111 1 000 聚合釜釜 左手 2
、
3

、
连

、
5指 末节斑点状致 密影影影

烯能造成肤端骨硬化
。

本组病例中未发现与工龄
、

工种有明显相关关系
。

(二 ) 抓 乙烯所致肢端骨硬化报告甚少
,

本文提

出
“
氯乙烯所致肢端骨硬化

”
的概念

,

目的在于为深

入研究氯 乙烯所致骨狈害提供另一个侧面的资料
。

(三 ) 氯 乙烯所致肢端骨硬化症可能仍是氯乙烯

对人体慢性毒性影响的局部反映
,

即氯 乙烯所致肢端

硬化症与溶骨症属同一病即过程的两种不同结果
,

都

是因为慢性毒性影响使肢端动脉痉挛
、

胶原纤维
、

弹

力纤维
、

外周动脉
、

骨骼等退行性改变
,

这些病理改

变在某些情况下使破骨细胞活跃
,

胶端呈溶 骨 性 改

变
,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刺激成骨细胞活跃
,

机体产

生代偿性反应而致肢端骨硬化
,

本组病例就有 1 例

( 。2 1 ) 手骨溶骨与硬化并存
。

烟花粉尘所致肺部疾患巧例分析

湖南省浏阳县卫生防痊站 ( 4 1 0 300 ) 谭西顺

从 1 9 74 八 1 9 8 9年对某烟花厂的烟花制作工进行了 整
、

首次摄片
、

无其它接尘史的 3 20 名 (男 130 人
,

女

场年的动态观察
,

发现烟花粉尘对工人肺部有不同程 1 90 人 ) ,

工龄在 5年以上的建立 健康个案
,

然后将

度的损害
,

现报告如下
。

每两年一 次的查休结果填入档案
,

逐项整理
.

统 计分

对象与方法 析 , 尘肺病人 以经省
、

市专职机构的诊断结果为依据
。

一
、

1 97 4年即对烟花制作工职业史详细
、

资料完 二
、

19 7 9年起
,

不定期地用滤膜重蚤法对现场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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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浓度和粉尘分散度进行测定 (滤膜法 )
。

结 果

一
、

一般情况
:
该厂 l ` 65年由个体手工业者联合

约渔
。
现有职工 1 0 8 5人

,

其中生产工人 872 人 (男28 。

人
、

女5 9 2人 )
,

接尘 7 5 1人 (男 2 7 1人
、

女 4 5 0人 )
,

占生产工人数的 8 6
.

12 %
。

原料配 制 后 分 为 黑 药

( 75 %硝酸钾
、

10 % 硫磺
、

15 %炭粉 )
、

白药 ( 6 0纬

铝粉
、

2 0 %氯酸钾
、

10 % 硫磺
、

3 % 炭 粉
、

7 % 其

它 ) 两种 , 工种有明显区分
,

接尘性质相同
。

各类烟

花制作除杉木炭等机械碾碎外
,

其余为手工操作
。

该

厂生产设备简陋
,

和药
、

装药都是敞开式手工操作
。

刃犷
.

以来
,

生产环境
、

劳动条件基本无变化
。

二
、

历年粉尘浓度测定结果见表 1
。

三
、

碾硝等处的粉尘浓度与分散度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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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极显著性意义 ( P < 0
.

0 1 )
。

15 例尘肺发病年龄 朴 一 73

岁
,

平均 5 8岁 , 从
“
o

+ ” -

一 ) I 期 1 ~ 5
.

5 8 年
,

平 均

2
.

5 0年
。

表 3 烟花制作工尘肺患者工种分布情况

工种 接尘人数 吐功卜例数 患病率 ( ,石)

2386碾硝

和药

装药

介计 3 2 0 1 5 刁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 曰 . 目 . . . . . . . . . . . . . . . .

表 1 1 5 7 9~ 1 9 8￡年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m g /
m

3 )

采样时间 ( 年 ) 样本数 浓度 范围 均值 ` G )

1 9 7 9 5 C l
.

0~ 4 遮5
.

0 1 6 7
.

0

1 98 Q 6 3己
.

0 ~ 3 〔0
.

0 87
.

0

1 98 2 8 6
.

0 ~ 3 60
.

0 44
.

4

1 98 4 5 12
,

1~ 凌0
.

0 32
.

8

19 8 6 4 吞9
.

7 ~ 8 5
.

0 5 5
.

3

10 8 9 7 1 1
.

6~ 艺3 0
.

0 40
.

6

x 二 二 9
.

1 8
,

P < 0
.

0 1

七
、

尘肺患者与接尘工龄的关系见表 1
。

接尘工

龄 1了
.

08 ~ 3 2
.

1 7年
,

平均 22
.

3 3 年
。

随着接尘时间的

增长
,

患病率有增高的趋势
,

接尘工龄< 之。年组 可)

20 年组比较具有高度显著性差 异 (X , = 1 1
.

4 8
, P <

0
.

0 1 )
。

表 4 尘肺患者与接尘工龄关系

工阶 (年 ) 找 :.1 人敛 尘肺例数 患病率 ”

5 ~

1 0 ~

1 5~

2 0~

2 5~

3 0 ~

表 2 粉尘浓度与分散度测定结果
合计

样本效 粉尘 浓度 (m g / m 3 ) 分散度 (夕百)

采样点
(份 ) 最高 最 低 平均 ( G ) < 忿尸m Z~ 5一 ) 20“ m

碾硝

和药

装药

14 4 理5
.

0 1 4 6 : 0 1 67
.

0

1 1 二 60
.

0 1 5
.

0 5 4
.

2

10 7 3
.

0 6 C 嫂3
.

8

63
.

3 2 3

4 8
.

3 3 1

7 2
.

5 2 0

4 1 1
.

5 1
_

8

`

;
`

: ; :

四
、

历年尘肺患病情况
: 1 9 7 4年起

,

每两年对这

批烟花制作工摄胸部 X 线片一次
,

受检率 9 4
.

3一

9 8
.

2 ; 百
。

1 6年共计摄 )佘2 5 0 6人次
,

查出 I 期尘肺 1 5例

( 均为男性 )
,

检 习{率 4
.

G`% ( 1 5 / 3 : o ) 多 查出
“
0

+ ”

4`例 (男 4 5例
、

女 嫂例 )
,

占 1 5
.

3 1% ( 4 9 / 3 2 0 ) ;
尘肺

死 z卜 6 例
,

占 3 3
.

33 % ( 5八 5 )
。

五
、

症状与休征
:

15 例尘肺患者均有 咳 嗽
、

咯

痰
、

食欲 减退
、

体重 减轻等症状
。

单纯尘肺患者 ( 8

例 ) 无任何体症
。

7 例尘肺合并肺结核者伴有千
、

湿

罗音和呼吸减弱
。

六
、

尘肺患者工种与发病工龄情 况
:
从 表 3 可

见
,
碾梢工患病率 > 和莎 > 装药

,

三者之间差异具有

八
、

X 线表现
:

早期肺门改变较为明显
,

以右侧

居多
。

随着病情进展
,

出现粗细不
一

的致密阴影
,

相

互交织在一起
,

呈网状
,

宽度为 1
.

5~ 。m m
。

两肺区

出现类圆形阴影
,

直径约 1~ 3m m
,

边垮整齐
。

功态

观察
,

X 线表现 以不规则小阴影为主
,

随着不规则阴

影的加重
,

出现泡性乃至弥漫性肺 z 毛肿
,

胸麒增厚与粘

连多见
。

讨 论

1
.

烟花制作工尘肺的特点
:

丸健花粉尘达以金属

铝粉和炭粉为主的混合性粉尘
。

动态观察表明
,

烟花

粉尘致 fL肺的作用主要是铝粉和炭粉的联合 作 用 所

致
。

故尘肺有 以下六个特点
: ( 1 ) 发病时间长 (平均

2 2
.

3艺年 ) , ( 2 ) 病程进展年限快 (平均 2
.

5 0年 ) , ( 3 )

尘肺合并肺结核比较多 占 ( 4 6
.

6 7 % ) ; ( 4 ) 尘肺检出

率较高 ( 4
.

69 % ) ; ( 5 ) 尘肺病死严重 (占3 3
.

3 3 ;百) ,

( 6 ) 确诊尘肺至死亡年限短 (平均 2
.

8 3年 )
。

(
一

补转竿飞9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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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果

(一 ) 外周血白细胞数目的变化

暴露工人外周血象检测结果
,

其自细胞数

目与对照组相 比
,

无明显差异 ( P ) 0
.

0 5 )
。

(二 )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检测结

果 (见表 4 )

表 4 吞噬细胞百分率
、

吞噬指数 ( X 土 S E 、

组别 例数 吞噬率 “ 石) 吞噬 指数

暴露组

对照组 :{ ::
’

7 士 1 3
.

9 土 1 2
_ ::

6 5土 O

4 5 土 1 ;::

* 0
.

0 1 < P < 0
.

0 5

丧 4 所示
,

暴露组外周血
` I,性粒细胞的吞

噬能力低于对照组 (0
.

01 < P < 。
.

05 )
,

;但吞噬

细胞百分率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
。

(三 ) 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能力检测结果

(见表 5 )

衰 5 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情况 (X 士 S )E

组别 例数

暴露组 2 0

e P m (脉冲数 )

5 12 4 1 士 9 3 1 8 .

5 1 ( 刺激指数 )

98
.

4 5 士 4 3
_

11 .

* P < 0
.

0 1

表 5 所示
,

暴露组工人的淋 巴细胞转化功

能
,

说明该作业环境磁场强度具有抑制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
。

讨 论

根据电解铝车间磁场强度的实测和作业人

员体丧磁场强度测得的数据
,

表明电解铝 冶炼

生产时
,

产生的稳定性磁场强度为 自然界磁场

强度的数倍至数十倍
。

长期处于此环境中的作

业人员所反映的神衰综 合征及植物神经功能素

乱
` , ,

与磁场强度有一定关系
。

中性粒细胞
、

巨噬细胞以及补体均属机体

天然防御体系
,

在机体的非特异性免咬功能中

(上接第 22 6贞 )

2
.

烟花制作工尘肺 发病与工种的关系
:

尘肺发

病 介不同工种间
,

差 别具 仃高度显著性
,

碾硝工
.
佰于

,

七它工种
,

其原因可能与下列因索有关
: ( 1) 碾硝

洲三守除尘设施
,

致使粉尘浓度大
、 ( 2 ) 粉尘分散度

高
,

s n 飞n l 以下的粉尘 占 86
.

7 %
,

观察结果表明
,

明

担负着重要的作用
,

我们对磁场暴露工人外周

血中性粒细胞吞噬能力的检测结果左明
,

磁场

对 它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表现为中性粒细胞

的吞噬指数
一

F降
,

但吞噬百分率无明显变化
,

这可能 达吞噬指数较吞噬 l
r

了分率更为敏感
,

机

理如何
,
有待进一步去探讨

。

机体内 T 淋 巴细胞在受到抗原刺激后增生

分化成致敏淋巴细胞数目
,

依赖于 T 淋巴细胞

的数 目及其功能
。

本研究通过用
’
H一胸膝峨咤

同位素检测了磁场暴露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转

化情况
, `

艾现禁露组的淋
·

巴细胞脉冲数 ( Cp m )

以及刺激指数 ( S工)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_

为此我

们认为该作业磁场对机体的 T 淋巴细胞功能有

一定的影响
。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磁场对电解铝作业工

人的免疫功能有一定影响
,

但电解铝车间所产

生的职业性危害如氟化物等也兵有免疫毒性作

用
“ , ” ,

因而不得不考虑工人免疫功能的影响
,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今 考 文 献

1
.

陈荣安
,

等
.

工业性氟病的早期表 现和防治措 施
.

同济 咬

大学报 1 9 9 0
, 1 9

:
5 2

.

2
。

宋世震
.

免疫功能 检测方 法 在毒理学上 的应 用
.

铁 道 劳

动安全卫生与环保 1马8跳 4 :

怜
.

3
.

武汉医 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
.

多核 自细胞吞噬功能试骏
.

免疫学实验方认
.

湖北省卫生局 197 伪 8 .0

`
.

Ve
r a D

.

M
.

S t e j
s k a l

, e t a l
.

T he l y m Ph (。 e
y 毛e

t x an
s f o r m a t i o n s t e s t f o r

d ia g n e s i s o f d r u g
-

i n如
e e d co e u p武 i o n a l A ll e r

g y
.

I n t A l
,

e h A l l
-

e r
g y 1 9 86 , 4 1 1

.

5
.

程大风
,

等
.

硼 酸钠治疗工业 性氟病的临床观察
.

工 业 卫

生与职业 病 19 8 9 ; 15 ( 2 )
: 9 9

.

6
.

H o l la n d R
.

I
. ,

A e ta P h a r m a e o l e t T o x i〔 0 1
.

, 1 0 7 9 , 45
: 。 6

.

1

7
.

M o h a又n e d A
.

H
, e t a l

.

F l u o r i d c 1 0 5 2 ; 1 5 : 1 2 0
.

花粉尘对工人健康有 定的危害
。

因此
,

应结合本金

业 的生产特点
,

重点对 碾硝
、

和药等 F 段采川防爆除

尘 设施或改革工 艺
,

弧化个体防护
,

消除或 减轻职业

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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