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9 9 1 5年第 8卷第 5期

压异常占 6
.

4%
,

非事故组分别占0
.

” %和 5
.

4%
,

经

统计学处理
,

两者间有极显著性差异
。

2
.

11 心电图检查 在心电图其它改变上 (包括预激

综合症
、

低电压和陈旧性心肌梗塞 ) 事故 组 异 常 率

3
.

5%
,

非事故组 1
.

7%
,

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

肇事司

机与非肇事司机身体条件对照详见上表
。

3 分析和讨论

3
.

1 肇事司机 中 事 故 最 多 的 是 大 货 车 司 机 占

6 4
.

6 4 %
,

大货车司机是重点对象
。

3
.

2 事故调查中
,

一般责任事故最多
,

责任调 查 中

8 8
.

2 1%是同等以上责任
,

事故原因 中 人 为 因 素 占

7 0
.

4 1%
,

由此认为
,

交通事故主要由人为因素造成
。

·
2 8 7

·

3
.

3 视野检查中
,

事故组左眼视野水平狭窄明 显 高

于对照
,

说明由于我国是右行车道
,

在超车和汇车过程

中司机用左眼观察和 了望
,

如果左眼水平视野狭窄
,

在超汇车过程中所 出现的误差
,

将会造成交通事故
。

3
.

4 行为功能检查中
,

60 岁以上年龄组事故司 机 反

应迟钝明显高于对照
,

说明老年司机中神 经 反 应 迟

钝
,

易发生交通事故
。

3
.

5 血压检查 事故组舒张压明显高于 对照
,

高血

压 易引发交通事故
。

3
.

6 心 电图检查
,

事故组心率紊乱发生率 较 高
,

在

陈旧性心肌梗塞等项上事故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说明

心脏疾患也是引致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

粮仓工人肝脾 B 型超声显像观察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谷尘引起人们呼吸系统过敏性反应早被认识
。

由

于化肥
、

农药及杀虫剂
、

杀菌剂
、

防腐剂的使用
,

粮

仓工人的肝脏是否会受影响尚未有报道
。

近年
,

我们

配合职业性体检
,

对某粮仓 65 名工人作了腹部 B 型超

声检查
,

并与“ 名非谷尘接触
、

性别
、

年龄配对的工

作人员作以比较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旅和方法

“ 名粮仓工人中男 56 例
,

女 9 例
,

年龄 22 ~ 59 岁
,

平均 37
.

6 1岁
,

其职业史中除接触谷尘外
,

未接 触 其

它有毒有害因素
,

饮酒史不详
,

病史中除 2 例 H B s八名

( 5 1 0 4 2 0 ) 林洁明

阳 性和 1 例有疟疾史外
,

其余无特殊记载
。

65 名对照

组中男 s e例
,

女 9 例
,

年龄 2 2~ 5 5岁
,

平均 37
.

5 5岁
,

其职业史中无接触有毒有害因素
,

其饮酒史不详
,

病

史中除有 3 例 H氏Ag 阳性外
,

余无特殊记载
。

全部

受检者均采用 日本产 sB L
一
38 A S 型线阵式实时超声

诊断仪进行检查
。

探头频率为弓M H oz

2 结果

两组受检者肝右叶斜径
、

肝右叶前后径
、

肝左叶

前后径
、

门静脉内径
、

胆总管内径及脾厚径见表 1
。

两组受检者B 超检查异常情况见表 2
。

衰 1 两组受检者 B超检查肝
、

脾主要数据比较 c( m ) (均值 士标准差 )

组 别 肝右叶斜径 肝右叶前后径 肝左叶前后径 门脉内径 胆总 管内径 脾厚径

粮仓组 1 2
.

5 6 士 0
.

9 9 1 0
.

6 0士 0
.

8 9 5
.

1 8 士 0
.

85 0
.

9 4士 0
.

1 6 0
.

4 0 土 0
.

0 8 2
.

3 5土 0
.

3 7

对照组 1 2
.

3 7士 0
.

8 7 1 0
.

1 6士 0
.

9 2 5
.

0 3士 0
.

7 9 0
.

9 0 士 0
.

1 1 0
.

3 8 土 0
.

1 0 2
.

3 9士 0
.

2 8

t 0
.

01 4 4 0
.

87 3 5 0
.

9 8 6 2 1
。

65 9 8 1
.

67 8 8 0
.

6 4 3 5

P > 0
.

0 5 > 0
.

舫 > 0
.

05 > o
.

cs > 0
.

05 > 0
.

妈

衰 2 两组受检者肝
、

脾B 超检查异常表现分布

肝内光点衍集 脂肪肚 肝内 胆小管扩张 脾 大 合 计
组 别

— — — —
大 2检验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粮 仓 组

对 照 组

7
。

6 9 1 0
.

7 7

4
。

6 2

5 4 1 5

0 0 0 0 0 3

2 3
.

0 8

4
.

62

X Z 二 9
.

2 9

P ( 0
.

0 1

. 该例有疟疾史

3 讨论

W H O 1 9 82 年在日内瓦召 :l] 专家组 会 议
,

认 为

谷物粉尘可引起过敏性气道反应 (职业性哮喘 ) 和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C O P D ) 以及外源性过敏性肺炎
。

特别提及稻谷粉尘可
`
J!起职业性哮喘

. ,

似末有人报道

过谷尘可引起肝脏损害
。

本次 B 型超声波检查发现某

粮仓65 例受检工人中虽然肝
、

脾的生理性数据都在正

常范围
,

但与性别
、

年龄配对的 65 名非谷尘接触的工作

人员 B 型显像作对比
,

结果除脾厚度均值略比对照组

低外
,

Jt 它各项均值都比对照组高
,

不过未见有统计



2 8 8
.

学意义 (P >。 .

0 ) 5
。

另一方面
,

65 例粮仓受检工人肝
、

脾异常者占15 例 (2 3
.

08 % )
,

其中肝内胆小管扩张者

2 0
.

7 7% ( 7 / 6 5 ) ,

肝内光点密集者占7
.

6 9 % ( 5 / 6 5 ) ,

脂

肪肝者占3
.

祀% (2 / 6 5)
,

脾大者占 1
.

54 % ( 1 / 6 5)
,

该例

有疟疾史 , 而对照组异常者才 3 例 (4
.

62 % )
,

均为肝内

胆小管扩张
,

两组肝
、

脾B 型显像异常者比较有非常

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由于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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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中防虫剂
、

防霉剂也广为应用
,

是否可考虑为这

些物质在粮食中残留
,

致使粮仓工人长期小剂量吸入

含有这些化学物质的谷尘
,

引起体内积累
,

而产生慢性

中毒性洲干病
。

因其特点是起病隐匿
,

发病和毒物接触

史不太明确
,

目前所用的肝功能试验不够敏感
,

临床

诊断有一定困难
,

需要远期观察和进一步探讨
。

8例制鞋工慢性苯中毒死亡分析

福建省泉州市卫生 防疫站 ( 3 6 2 0 0 0 ) 吕文 辉 杨尤明 赵 万 钟 傅海文

慢性苯中毒为制鞋业的主要职业危害
。

现将我市

1 9 9 2一 1 9 9 4年发生的 8例慢性苯中毒死亡资料进行整

理分析
,

为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

1 资料来派

收集我市 1 9 9 2一 1 9 94年住院病历资料及生产环境

卫生学调查监测资料
,

并经市职业中毒诊断小组集体

确诊
。

2 给果分析

2
.

1 一 般情况
: 1 9 9 2~ 1 9 9 4年市职业中毒诊断 小 组

确诊的制鞋工慢性苯中毒“ 例
,

其中死亡 8 例 (男性

5 例
,

女性 3 例 ) ,

病死率为 12
.

5 %
,

年龄19 ~ 34 岁
,

平均为 2 3
.

5岁
,

苯作业工龄 3 个月~ 5 年
,

平 均 1
.

3

年
,

工种均为网鞋工
,

发病季节集中在冬末春初 ( 12

月~ 次年 4 月 )
。

2
.

2 劳动条件
:
本组病例多为近年新办的私营 制 鞋

小厂 网鞋工人
,

作业场所普遍窄小拥挤
,

生产设备简

陋
,

手工操作
,

劳动条件差
,

缺乏 防护和通风排毒设

施
,

日工作时间常达 12 小时以上
,

使用粘 胶 种 类 繁

多
,

以本省产的 8 18 胶等为主
,

其中有 3家使用 以纯苯

为溶剂的氯丁胶
,

加上又使用
“

天乃水
”

(含苯 50 %

以上 ) 浸衬
,

使车间空气中苯
、

甲苯浓度增高
。

经对

8 例死亡病例厂家作业场所监测
,

车间空气中苯浓度

范围为 1 0~ 30 0m g /m 3 ,

均值为 2 3魂m g /m 3 ,

超过国

家卫生标准 4
.

85 倍
;
甲苯浓度 在 40 ~ 8 00m g /m

3 之

间
,

均值 4 O7
.

s m g /m
3 ,

超标 3
.

1倍
。

这足以说明发生

苯中毒的生产环境是存在的
。

2
.

3 主要临床特点

2
.

3
.

1 一般以进行性面色苍白
、

头晕
、

乏 力
、

活 动

时心悸等贫血症状及皮肤疲点
、

疲斑
、

牙眼出血
、

鼻

纽
、

发热为主诉而就诊
。

2
。

3
.

2 住院期间
,

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过程
,

且 以 持

续高热 ( 39
O

C以上 ) 为主
。

2
。

3
。

3 出血倾向
:

各病例早期 都 有 皮 肤
、

枯 膜 出

血
,

出现寮点
、

寮斑
,

牙眼出血
,

女性出现月经增多

等
,

最终多发展为内脏出血
,

6 例有胃肠道出血
,

2

例泌尿道出血
,

3 例严重的鼻腔出血
。

2
.

3
.

4 体检除有贫血
、

出血及感染体 征 外
,

肝脾未

们及
,

淋巴结肿大 1 例
.

2 例女性病例中后期妊娠
。

2
.

4 实验室检查

2
.

4
.

1 血象检查
:

各病例血象经多次检查
,

先 后 均

出现全血细胞明显降低
,

白细胞在 。
.

1~ 1
.

5 x 10
’
/ L

之间 , 分类
:

淋巴细胞 0
.

5一 1
.

0
,

单核细胞 O ~ 0
.

10
,

分叶细胞 0 一 0
.

05 , 血红蛋白 40 ~ 859 / L
,

血小板 1~

1 7 x 10 9
/ L

,

网织红细胞 0
。
0 0 0 1一 0

.

0 0 2
。

2
.

4
.

2 骨髓象出现有核细胞增生明显受 抑 ( 5 例 出

现增生重度低下 ) ,

粒系
、

红系出现明显的降低
,

淋

巴系不同程度增高
,

巨核细胞多未检出 (仅 1 例 2 个 /

片 ) ,

血小板罕见
,
骨髓小粒以非造血细胞为主

。

经医院临床诊断
,

7 例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

1 例

缺乏骨髓检查未诊断
.

2
.

5 治疗
:
以康力龙

、

碳酸捏
、

6 5 4
~
2及维生素类药

物及输血
、

抗感染
、

止血等对症治疗
.

怀孕病例进行

妇产科处理
,

病危时进行内科抢救
。

2
.

6 直接死因
:
由鼻腔出血及内脏出血致全身 衰 竭

及严重感染引起败血症为主
。

3 讨论

3
.

1 本组病例均为私营制鞋小厂工人
,

由于劳 动条

件差
,

使用粘胶及
“

天乃水
”

含苯比例较高
,

日工作

时间长
,

致使在高浓度苯作业环境中工作 3 个月~ 5

年发病
.

早期患者仅有皮肤
、

粘膜及牙像出血
,

投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及早脱离接触
、

治疗
。

发病后
,

进

展快
,

病情重
。

入院时
,

骨髓增生 已明显受抑
,

全血

细胞降低
,

增加了治疗的难度
。

虽经抗感染
、

止血及

刺激骨盆增生药物等抢救处理
,

但疗效不佳
,

终因出

血和败血症而死亡
。

提示我们控制出血和感染是治疗

重度苯中毒的关键
,

也说明工人进行定期体检
,

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