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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因培植平菇发生蘑菇肺的调查

山西省晋
仁
;
, j也区卫生防疫站 ( 0 3 0 60 0 )

赵淑芝 杨志英 白宏民 方燕京 张瑞仰 霍寅丰 乔锦山

山西省榆次市卫生防疫站 怅永
`

巴

19 88 年我区某毛纺厂利用办公楼地下 室 培 植 平 临床表现 52 例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呼吸道众欢为

菇
。

从 12 月上 句第
一
次采集平菇后到次年 3月下旬

,

在 主
,

1 00 %的患者有咳嗽
,

咳痰占9 2
.

3 %
,

多为 日 色

楼内工作的 78 名工作人员中先后发生蘑菇肺 52 例 (包 粘稠痰
,

25 % 的病人为米黄色粘稠块痰
。

脱离接触症

括 2 名培植工 和 50 名楼内工 作 人 员 )
,

发 病 率 为 状减轻
,

再次接触加重
,

入沙翻立症状垂
。

28
.

卯百的病

C 6
.

7% , 而楼外的 12 名工作人员无 l 人发病
。

人胸片有改变
。

WB C分类
,

嗜酸细胞及中性粒细胞

现场调查 培杭平菇的地下 室有门与楼道相通
,

高于正常者
,

分别占以
.

2 %及 3 2
.

7%
。

未脱闪 拔触
,

门开时可见有
“

白色烟雾
”

从门内弥散出来
,

带有特 则疗效不佳
,

反复发作
,

病程长 ; 脱离接触后川皮质

殊气味
,

沿楼梯扩散到各层楼内
。

培植室无窗
,

通风 激素加对症治疗效果显苦
。

3 月下币砂卜止 了平菇培植

不良
,

当时测室 溢为 2 0o C
,

相对湿度 5 6 %
,

堆肥温度 并彻底清扫了地下室
,

对地下空及楼内所有房问进行

为25 oC
。

在培植室及各层楼内选有代表性的采样点 5 了消毒处理
,

4 月份再未发生新病例
,

原有病人也都

个
,

并在楼外选对照点1个
,

采样后进行空气中毒菌培 陆续治愈
。

芥计数
:

培植室 为 1 5 78 6 0个 / nI
3 、

地下室与一楼通道 这次蘑菇肺的发生提示 我们
:

平菇抱 子 对 人 体

口 为63 11 魂个 / m 3 、
一 楼 1 号为1 1 9 4 3个 /m 3 、

二楼 2 有害
,

培植时必须远离工 作场所和居 民 区 , 培 杭 宝

号为 1 3 ` 8 1个 /m
, 、

三楼 19 号为 9 9 9 8个 /m
, ,

对 照 点 要适当通风换气
,

以降低室内空气中抱子浓度
,

减少

未检出
。

危害
。

砂肺患者血清透明质酸含量变化的初步观察
徐州矿务局中心医院 ( 2 2 1 0 0 6》 张 缝和 丁 苹

徐州矿务局职防院 王德洁

为寻求矽肺病的辅助诊断指标
,

学者们曾对矽肺 表 矽肺患者与健康对照 组血清 } IA 含量 (gn /mJ )

患者血清
,

尸的白
、

球蛋白
,

铜兰蛋白
、

济菌酶及尿经

脯氮敌等作过研究
,

但有关矽肺患者血清中透明质酸

( H A ) 的含量 变化国内尚未见报近
,

本文报道如下
。

一
、

对象和方法

矽肺患者选 自我局职业病防治院 诊断井住院和门

诊的病人 6 0例
,

o
十

期 3 0例
,

共 9 0例
,

年龄 5 2~ 了2岁
。

I 期 3理例
,

年龄 5 4~ 7 5岁 , I 期 2 6 例
,

年龄 6 1~ 7 4

岁
。

均系男性
,

无合并肺结核
、

肝
、

肾
、

肿瘤等病史
。

健康对照 组 38 例
,

选自我院健康体检者
,

年龄 5 0

~ 7 3岁
。

肘静脉取血
,

待凝固后分离血清
, 一 20

“
C保存

,

不超过一个月
。

用放射免疫法进行检测
,

药盒为上海

海军医学研究所供应
。

用西安2昭厂生产的璐
一

2。。 3 /

50 G r 免疫计数器进行检测
。

二
、

结果和讨论

各期矽肺患者及健康对照组的血清H A 含量检测

结果见丧
。

组别 例数

目a山1
. .三0C.

`
U

;
.

0
.

I

I

又于照

H A ( X 士 S )

7 4
.

2了士 3 5
、

18 8 士 1 15

7 5 < O

8 < O

1 6 4
.

9 士 9 6

5 7
_

3土 2 3

。

52 < 0

知343826

由表可知
,

O
+

期矽肺患者血清中透明质酸 城 菩

高于健康对照组
,

I
、

I 期矽肺患者均非常显 片地 高

于健康对照组
。

且 I
、

1 期矽肺患者血清中H A 也非常

显著地 高于 O
+

期
,

而 I
、

I 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如以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I认 含量的均数 士 2 个标

准差 (X 士 Z S D ) 为正常值上 限
,

那么
,

O
+

期砂肺患

者血清H A含量超过正常值上限者为 了
.

G g舀
、

I 期 为

6 1
.

7%
,

I 期为7 2%
。

王L、 是一种大分 了
·

葡萄胺多糖
,

山成纤维细胞合

成
,

肝脏能快速有效地 清除血液循环
`

1
,

的 H A
, ,

七半

衰期约为 2
.

5一 5
.

5 分钟
,

故此康者血中含有适 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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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

本文所有的 矽 肺 患 者肝
、

肾功能正常
,

又无

其他合并症
,

故血清中 H A 含量升高是休内合成 H A

增多的结果
。

矽肺患者在矽结节纤维化的过程中
,

H A

可由增生活跃的成纤维细胞大量生物合成
,

通过 滑面

内质网的小泡移行到质膜表面
,

而被分泌 到 细 胞 间

2 3了

质
,

经琳巴循环进入血液
,

故矽肺患者血清
,

1
` 11 伙含

量非常显著地高于 此康对照组
。

长期接触二板化此粉

尘的工作人员
,

在排除肝
、

肾
、

肿瘤等病的七洲亡卜
,

如血清中H A含量升高 ( ) 10 3 n g / m l )
,

应结合机史
、

X 线胸片表现可考虑矽肺的可能
。

急性砷化氢中毒所致肾损害 15 例浅析
黄石市卫生防疫站 ( 4 3 5 0 0 0) 孙强 国 邓 文彦

为探讨溶血性毒物对肾脏的损害
,

对我市两起砷 召m o] / L )
。

入院后即用地塞米松加菊萄搪溶浓
!
}朴滴抑

化氢中毒 15 例进行临床分析如下
。

制溶血反应
,

用利尿合剂及 5 % 碳吸卫钠溶液碱 化尿

基本情况 15 例病人 (男 13) , 年龄 17 ~ 40 岁
,

液预防肾功衰蝎
。

对少尿无尿者立 即行血液透 析
,

溶

平均 21 岁
。

生产中用回收的有色冶炼厂的二 次 烟 尘 血停止后少量多次输血 以改善贫血缺氧
。

经治疗
,

15

(含砷 3 一 5 % ) 制造硫酸锌
。

操作工向已酸化的烟 例患者无1例死亡
,

分别于 7一 2 40 天 出院 ( 平均朽 反)
。

尘净化液中投放锌粉
,

立即产生有毒气体
,
发生集体 出院后进行 1年随访观察

,

其肾功能均已恢复
。

中毒
。

工人在现场停留数分钟至 1 小时
。

半小时后出 讨论 本文根据临床表现将它试分为两类
: 1

.

急

现头吞
、

乏力等不适症状
,

于 5 ~ 48 小时分别送医院 性轻度中毒性肾损害 8例患者乏力
、

腰酸痛
,

尿色深

救治
。

15 例患者均有头昏
、

乏力
、

胸闷
、

腹痛
、

酱油 暗或酱油色
,

化验血红蛋白降低
,

尿检有蛋白
、

血 红

色小便
。

入院 24 小时即有 5 例少尿
、

2 例尿闭
,

10 例 蛋 白结晶
、

管型或红细胞
,

血 B U N
、

肌醉升
,;万

,

经

水肿
,

4例血压升高
,

6例体温升高
。

实验室检查见入 适当治疗
,

于 4 ~ 8 周 内恢复
,

诊断为急性轻度中毒

院第
一

天
,

血红蛋白均低于 10 09 / L
,

其中 6例低于 609 性肾损害
。

2
.

急性重度中毒性肾损害 另 7 例病 人因

/ L
; 8 例白细胞升高 ( > 10 x 10, / L ) , 尿蛋白 + ~ 中毒严重或救治不及时

,

上述症状很快加重
,

发
’

卜少

+ + + ,

尿糖 十一 + 十 ,

尿潜血 + +
~

+ + + ;
血B U N 尿

、

尿闭
、

浮肿
、

血压升高
,

血 B U N
、

肌醉 显片升

有 8例异常 ( > 1 4
.

3 n 刀 n o 」/ L )
,

4 例 C 0 2 C P 下降 ( < 高
,

二氧化碳结合力下降
,

出现 肾衰
、

尿毒症
,

被 诊

18 m m o 】/ )L
,

5 例血钠 14 9
.

9~ 1 5 3
.

2m m o] / L
,

4 断为重度中毒性肾损害
。

及早进行人工 肾血液透折是

例血钾高于 5
.

om m o] / L
,

7 例血肌 配 升高 ( > 135 最有效的救治措施
。

乡镇工业石棉尘职业危害调查及防护措施研究
扛苏省卫生防疫站 ( 2 100 09) 吴 爱莲 石 亚 先

1 98 6~ 1 99 0年对我省 5 家乡镇石棉厂进行了以下

方面的调查研究
: 1

.

现 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 ( 1 )粉尘

浓度测定 (滤膜重量法及石棉纤维计数 法 ) , ( 2 )粉

尘中硅酸盐及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 , e
.

按触石棉人

员健康检查 , 3
.

防尘措施调研
。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污染严重
,
重量法测定除并

线工种外
,

其余工种的粉尘浓度都超标 ; 石棉纤维计

数测定各工种粉尘浓度都超过 Z f/ m ]
,

作业场所新鲜

积尘中硅酸盐和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分别为 2 8
.

1 7%
、

1 1
.

0 2%
。

接触石棉工龄 5 年以上工人 39 3名的系统临

床观察结果
: 1

.

乡镇工业石棉尘职业危害严重
,

本次

共诊断石棉肺 48 例 , 患病率为犯
.

21 赌
。

2
.

用寿命表

法分析 , 提出控制石棉肺发病率为 1 %时的最低接触

石棉年限为 7
.

7年
。

3
.

石棉肺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肺功

能损害情况随其病期的进展而明显
。

对防尘措施考核结果
,
提示乡镇石棉厂普遍存在

的问题是防尘设备设计不合理
,
不配套 ; 设备维护不

当
。

目前更严重的是大多数工种仍然是欲开作业
,
粉

尘污染严重
。 _

_

结合上述情况 , 综合出一套设备简单
、

效果好
、

投资少的防尘措施模式
,
现简介如下

。

1
.

原料处理
:
将加料与扬尘严垂的粉碎分隔两

室 , 在轮碾机等设备外用塑料布作密闭装笠
,

留操作

孔和观察孔
,
配有净化装置

,
抽出的含尘 空气进入集

尘室
,
净化后排入大气

。
2

.

纺线和并线
:

价场乍外

安装简易密闭防尘箱
。

3
.

编织
:

将编织机安装 仁密闭

室内 , 配有上送
一

「排的通风除尘系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