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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学者观察到女水泥捣固工
、

城市女

运输工 (公共汽车
、

无轨电车司机及乘务员 )

等的自然流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

在本调查

中发现
,

女司乘人员 自然流产率高于对照组
,

但差异无显著性
。

值得注意的是
,

公汽甲场女

司乘人员自然流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通

过跟班调查工时 了解到
,

甲场中某车队运行线

路为北京市内最 长线路之一
,

该队特点是车辆

较多
,

运行线路长
,

汽车行驶往返一越约需 1

小时 50 分钟
,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

女司乘人员

经常无法下车休息
,

其劳动强度相对较大
。

因

此
,

女司乘人员的自然流产问题仍有进一步研

究的必要
。

研究结果表明
,

应加强公共汽车女司乘人

员的劳动保护
。

女司乘人员经期可适当减少行

驶往返次数
,

增加
;
休息时间 ; 已婚有生育指标

女工一旦发现妊娠
,

应尽快脱离上车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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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职业病科在抢救多人急性中毒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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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和 生活中急性集体中毒事故屡有发生
,

影

响面大
,

危害重
。

现将我们对多起急性集体中毒的抢

救体会总结如下
。

1 多人急性中毒的特点

1
.

1 急性中毒多由事故和意外引起
,

突然发生
,

不易

预防
,

发病者病情相似
,

有较明确的毒物接触史
,

具

体事例如下
。

【例 1 】 1 9 8 6年 了月 14 日
,

某废品收购站将收购

的钢制容器罐锯开时
,

突然喷出大量黄绿色气体
,

向

下风侧弥散
,

使某厂数十名职工
、

家属发 生 急 性 中

毒
。

较重者送我 院
,

诊断为 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 , 10

名患者收住职业病科
,

10 天内全部治愈出院
。

经检测

钢瓶内容物为液氯
。

【例 2 】 1 9 8 6年 10 月 n 日
,

某消防队食堂将灭虫

用澳氰菊醋可湿性粉剂约 1 5 0 9 误认为淀粉
,

放入烩

莱中
,

造成了4名就餐者急性中毒
。

发病后集体来我院

就诊
,

职业病科负责统一救治方案
,

较重者 15 名收住

职业病科
,

并将事故报告防疫及卫生行政部门
。

【例 3 】 1 9 9 2年 5月 16 日
,

某建筑民工队将防冻用

工业用盐 100 余克放入面条锅内
,

造成 75 名就餐者急性

中毒
,

表现为全身青紫
。

集体就诊后
,

由职业病科负责

明确诊断
、

制定治疗方案
,

院方组织各科协同括救
,

全部患者 3 天内痊愈
。

经鉴定误服的盐为亚硝酸钠
。

I J 涉及面广
,

短期内有大量人群发病
.

1
.

3 对医疗单位压力大
,

短期内需组织相应的人力物

力进行救治
。

1
.

4 病情危重复杂
,

需多科室或多医院协同抢救
。

1
.

5 患者病情危重不能运送时
,

需及时派出抢救人员

赶赴现场救治
。

2 缘合医院职业病科的作用

基于 以上特点
,

综合医院职业病科在应付急性集

体中毒事故中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四点
。

2
.

1 负责来院中毒患者的抢救治疗
、

组织协调和基层

卫生单位的会诊救治任务
。

工作中应做到
: ( 1 〕 尽

快明确病因做出诊断多 ( 2 ) 制定统一的诊断治疗方

案
,

以利各科协助人员准确进行规范化治疗 , ( 3 )

作好病情分类
,

使危重患者尽快首先得到协 要 的 救

治
.

综合医 院的优势在于科室设置齐全
,

各种设灸仪

器较完备
,

技术力量全面
,

而职业病科对于化学中毒

较有专长
,

与各临床
、

医技科室协同治疗
,

抢救成功

的机会较高
。

2
.

2 职业病科有关工业生产和化 学毒物的知识
.

有助

于 了解中毒事故的原 因和 过程
,

有利于指导治疗和向

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及作好预防的建议
.

2
.

3 可迅速利用职业病防治报告网络
,

及时准确地向

卫生行政部 门和防疫机构提供准确资料
。

2
。

4 便于进行预后判断及劳动能力的鉴定
,

保护国家
、

集体和患者的权益
,

保护生产力
,

不 留
“

后遗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