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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高汞对接触女工的生殖危害
。

本次调查中抓化高

汞接触女工的经期异常
,

妊娠合并贫血
、

妊娠高血压综

合征
、

早产
、

死胎死产的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虽无显著

性差异
,

但应高度重视
。

为控制汞的职业危害该厂进行

工艺改革
,

目前 已生产无汞电池
。

对氛化高汞接触女工

的生殖危害有必要作跟踪观察
。

(本文经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研组薛寿征教授指导
,

特此致谢
。

)

(收稿
:

1 9 9 5一 1 2一 2 9 修回
:

1 99 6一 0 3一1 8 )

接触氯甲甲醚工人健康状况 的随访报告

徐麦玲
`
唐桂芬

,
刁文雄

,

蔡海娣
,

抓甲甲醚 (C M E ) 是人体致癌物已被肯定
。

本文

对某厂接触 C M E 工人进行 了回顾性调查
,

以观察

C M E 对人体的危害和改善生产环境
、

限制接触工龄在

防病中的积极作用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1 对象

某厂 1 9 5 8一 1 9 9 4 年接触 C M E 后离岗或在岗工

人共 2 73 七
,

其中男 1 93 名
,

女 80 名
;
有吸烟史者 92

名
,

均为男性
。

其中 1 9 8 1 年及以前上 岗工人 190 人

(以下称甲组 )
,

年龄 3 3~ 6 7 岁
,

平均 4 5
.

7 4士 8
.

7 3 岁 ;

1 9 8 1 年后上岗工人 83 名 (以下称乙组 )
,

年龄 18 一 50

岁
,

平均 28
.

88 士 8
.

17 岁
,

二组工人构成情况见表 1
。

裹 1 二组工人性别
、

吸烟
、

工种分配和工龄构成情况

总人数 男 女 吸烟者
岗 位 专业工龄 (年 )

甲组

乙组

操作

1 9 0 1 3 0 6 0 6 5 14 0

8 3 6 3 2 0 27 6 5

保养 0 ~ 5 5 ~ 1 0 1 0 ~

1 1 4 5 1 2 5

7 7 5 1

1
.

5 5 9 5 0
.

0 7 2 9

) 0
.

0 5 ) 0
.

0 5

3
.

5 6 8 9 2 9
.

7 4 5 5

> 0
.

0 5 < 0
.

0 0 1

护尸

1
.

2 方法

1
.

2
.

1 了解该厂 1 9 8 1 年前后生产工艺和环境污染情

况
。

并对 自 1 9 8 1年起开始建立的体检资料进行整理和

分析
。

1 9 9 4 年体检时
,

部分工人接受肺功能测定
。

1
.

2
.

2 肺功能测定 采用日本产 C h es t 2 9 8 型肺功能

测量 仪
。

检查 项 目
:

肺 活量 ( V C )
、

用 力肺 活量

( F V C )
、

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 F E V
I

.

。
)

、

F E V
I

.

。

占

F V C 的比值 ( F E V
I

.

。

/ F V C ) 等
。

V C 或 F V C 占预计

值% < 80 %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 ; F E V
I

.

。

F/ V C <

7 0% 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 二者兼备为混合性通气

功能障碍
。

1
.

2
.

3 用 F
o x b a se +

数据库系统对上述数据进行统

计
,

扩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

2 结果

2门 该厂自 1 9 5 8 年开始生产 C M E
,

1 9 8 1 年前为开

放式
,

热风干燥
,

手工操作
;

车间空气 C M E 测定浓度
,

最高达 4 1 1 8m g / m
, ,

平均 9 6
.

1 4 士 1 1 2
.

9 9 m g / m
, 。

7 0

年代末开始生产工艺改革
,

1 9 8 1 年后生产过程呈密闭

式
,

管道输送物料
。

近年来生产过程中采用微负压措

施
,

基本无跑
、

冒
、

滴
、

漏
,

车间空气 C M E 浓度偶而

> 3 0m g /m
3 ,

平均 1 3
·

1 2士 6
.

5 5m g /m
3

。

一9 5一年起将长

期接触工人逐步调离 C M E 岗位
,

除分析
、

试验工种
,

大部分工人接触工龄限制在 3~ 5 年
。

故甲组工人的专

业工龄非常明显长于 乙组工人 ( P < 。
.

0 0 1) (表 1 )
。

2
.

2 甲组工人中已有 n 人死亡
,

其中 6 人为在岗工

人 ; 4 例为肺癌
,

1 例为肺炎
,

另 1 例为肝癌
。

该 5 例

肿瘤患者的专业工龄 8~ 20 年
,

平均 1 4
.

4士 4
.

6 年
。

另

5 例离岗后死亡的病例中
,
1例患肝癌

,

1 例患胃癌
,

余

3 例死于内科疾病
。

乙组工人至今尚无肿瘤发生
,

也无

因其他疾病死亡者
。

1
.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职业病科 ( 2。。 0 4的

2
.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

3
.

上海树脂厂保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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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除死亡 n 人
,

余下的 262 名工人共接受临床随 管炎和肺气肿的变化
,

另见 甲组工人中头昏
、

咳嗽
、

咽

访 6 52 人次
,

胸片随访 61 8 人次
。

其中 80 名工人接受 不适
,

乏力和胸片中肺纹理增加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乙

了肺功能检查
。

两组工人在岗和离岗时的症状
,

胸片中 组工人
。

但 甲组工人中肺纹理增加的发生与性别
、

吸烟

肺纹理增加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别 (尸 均 > 。
.

0 5) (表 等因素无明显关系
。

两组工人的肺部异常体征极少
。

2)
,

但甲组工人在离岗时
,

5 例胸片中发现肺炎
、

支气

表 2 两组工人在岗与离岗时症状和胸片异常发生的比较

受检

人数
头昏 乏力 咳嗽 胸闷 咽不适

胸片

受检数

肺纹

增加

其他
`

异常

甲组 在岗

离岗

9 5 3 1 ( 3 2
.

6 3 ) 1 6 ( 1 6
.

8 4 ) 5 9 ( 6 2
.

1 1 ) 2 5 ( 2 6
.

3 2 ) 2 6 ( 2 7
.

3 7 )

7 0 2 4 ( 3 4
.

2 9 ) 1 1 ( 1 5
.

7 1 ) 3 3 ( 4 7
.

1 1 ) 1 6 ( 2 2
.

8 6 ) 1 7 ( 2 4
.

2 9 )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8 4

6 5

2 7 ( 3 2
.

1 4 )

2 3 ( 3 5
.

3 8 )

) 0
.

0 5

5 ( 7
.

1 4 )

< 0
.

0 5

乙组 在岗

离岗

6 4

5 5

9 ( 1 4
.

0 6 ) 3 ( 4
.

6 9 ) 1 2 ( 1 8
.

7 5 ) 1 0 ( 1 5
.

6 3 ) 6 ( 9
.

3 8 ) 5 8

5 5

5 ( 8
.

6 2 )

5 ( 9
.

0 9 ) 3 ( 5
.

4 5 ) 1 0 ( 1 8
.

1 8 ) 1 0 ( 1 8
.

1 8 ) 6 ( 1 0
.

9 1 ) 5 ( 9
.

0 9 )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尸 (甲
:

乙 )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0 1

二
包括肺炎

、

支气管炎
、

肺气肿

2
.

4 两组工人离岗后进行分阶段随访
。

甲组工人脱离

接触后
,

症状均见明显改善
,

特别是咳嗽和咽不适的发

生 随着离 岗时间 的延伸
,

发生率越 来越低 (尸 <

0
.

00 1 ) ; 但胸片中肺纹理增加的发生率
,

在离岗> 15

年的工人中有非常明显增加 ( 61
.

n %
,
尸 < .0 0 1 )

。

乙

组工人随访结果症状变化不明显
,

但胸片中肺纹理增

加的发生率
,

在离岗后也见非常明显增加 ( 36
.

36 %
,
尸

< 0
.

0 1 )
。

两组工人离岗后肺纹理增加发生率非常明显

增加的相关性因素分析提示
:

与性别无明显关系 (尸>

0
.

05 ) ;但在不吸烟组肺纹理增加的发生率非常明显高

于吸烟组 (尸 < 0
.

0 1 ) (表 3)
。

两组工人在历次体检时
,

很少有阳性体征发现
。

表 3 两组工人最近随访时肺纹理

增加的相关因素分析

胸片受检数 肺纹增加数 护 尸

男 6 2 3 3 ( 5 3
.

2 3 )

性别 0
.

19 4 4 ) 0
·

0 5

女 2 5 12 ( 4 8
.

0 0 )

吸烟组

不吸烟组

2 9 9 ( 3 1
.

0 3 )

7
.

4 57 1 < 0
.

0 1
5 8 3 6 ( 6 2

.

0 7 )

2
.

5 两组工人在随访时
,

有 80 人作了肺功能检查
,

其

中甲组工人 68 人
,

乙组工人 12 人
。

肺功能异常发生率

分别为 25 %和 1 6
.

67 %
,

未见明显差异 (尸> 0
.

0 5 )
。

3 讨论

文献报道 C M E 引起的肺癌与总接触时间及平均

接触剂量呈正相关
。

本文甲组工人生产环境差
,

空气中

C M E 浓度高
,

接触工龄长
,

有 4例发生肺癌 (最短 8

年
,

最长 20 年 )
,

与文献报道相符
。

经生产工艺改革
,

减低接触浓度
,

减少接触时间后
,

乙组工人至今已随访

14 年
,

尚未见肿瘤病人发生
。

C M E 致肺癌患者的早期

症状和非职业性肺癌的早期症状无差异
。

因此
,

减低接

触浓度和减少接触时间在预 防 C M E 致肺癌中的作

用
,

尚需进一步验证
。

c M E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
,

9
.

87 m g /m
3

的浓

度即对咽喉有轻度刺激作用 ; 接触工人可出现咳嗽等

慢性支气管炎表现
,

且呈剂量一 效应关系
。

本文甲组工

人在岗时
,

出现咳嗽
、

咽不适等症状的发生率明显增

高
,

胸片肺纹理增加的发生率也高于 乙组工人
,

甲组工

人甚至在离岗后胸片中其他异常发现也明显多于 乙组

工人 ; 但甲组工人 中止 C M E 接触后
,

上述症状随离岗

时间的延长呈进行性减少
,

也符合剂量一效应关系
。

两

组工人离岗后肺纹理增加的发生率仍见明显增加
,

且

与性别差异无关
,

但需考虑年龄增长和放射科医师读

片的误差等因素的影响
。

由于不吸烟组肺纹理增加的

发生明显高于吸烟组 (尸 < 0
.

0 1 )
,

难于用上述因素来

解释
,

支持为 C M E 作用的结果
。

至于吸烟对 C M E 接

触工人肺纹理增强是否有掩蔽作用
,

尚有待进一步研

究
。

文献报道 C M E 接触工人在减少接触后
,

虽咳嗽

症状减轻
,

但呼吸困难感觉增加
,

呼气末流率 ( en d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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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pi ra to ry l fo w a r te )试验
,

显现通气功能异常
,

且与

吸烟剂量相关
。

本文工人中 80 名离岗工人进行了肺功

能测定
,

虽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

限制性通气功能障

碍和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等情况发生
,

但病例尚少
,

尚

需进一步积累资料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0 5 修回
:

1 9 9 5一 0 3一 1 8 )

铸工石棉危害的调查

董 芸
’
丁恩德

,

马龙胜
`

李永安
`
闰 波

2

陈 莉
2

许贵华
,

李 新
3

以往在铸工尘肺普查时
,

只注意矽尘对工人健康 尘工人做后前位胸片 30 年回顾性调查
.

的影响
,

忽略了石棉尘对肺部的作用
,

且这方面的报道 2 结果

比较少
。

在近几年的铸工尘肺诊断中
,

陆续发现了铸工 2
.

1 劳动条件

X 线胸片有石棉胸 X 线及胸膜斑的改变
。

由此
,

对某 该厂主要生产普通及数控车床等十大类产品
。

在

厂铸造接尘工人前位 X 线胸片进行了 30 年 ( 1 9 6 4~ 生产过程中
,

铸造是第一道工序
。

全厂共有职工 12 456

1 9 9 3 年 ) 动态观察及现场调查
,

以探索微量石棉尘对 人 (其中集体职工 4 8 23 人 )
,

接触粉尘 7 85 人 (占全民

铸造工人身体的影响
,

为铸工胸部 X 线表现提出新的 职工 10
.

28 % )
。

粉尘作业点计 50 个
,

大部分分布在铸

见解
。

造车间
。

铸件年产量 2
.

1~ 2
.

2 万吨
。

所用石棉垫由辽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宁省鞍山市生产
,

系温石棉类
,

年用量 3
.

9 吨
。

造型合

1门 由沈阳市尘肺诊断组协助
,

对某厂铸造车间 51 8 箱时将石棉垫置于上下箱缝隙之间
,

起衬垫作用
,

防止

名接触粉尘工人进行调查
。

浇注时铁水外溢
。

造型完毕后
,

清理出的混有石棉的砂

1
.

2 利用工厂职工档案
,

核查统计调查对象的工龄
、

子可以反复使用
。

铸造过程中
,

型砂逐步更新
、

石棉反

工种
、

职业史及阅片登记记录卡
。

复使用
,

以至生产环境中长期有微量石棉尘的污染
。

1
.

3 应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

对 5 18 例接触矽尘及石棉 2
.

2 工种与 X 线改变 见表
。

工种与 X 线改变

工种 例数
胸膜斑 胸膜肥厚 胸膜炎 胸膜钙化 可疑胸膜斑 未检出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2 2 8
.

9 4

4 6
.

7 8

1 3
.

1 3

0 0

6 3
.

9 0

3 3 6
.

3 7

1
.

2 2 1
.

6 3 0
.

4 1

1
.

6 9

3
.

1 3

0
.

6 5 0
.

65

0
.

97 1
.

1 6

0
.

6 5

0
.

3 9

1

l

2

1 1

3 2

3 7
.

5 5 6 2
.

5

5
.

6 9 2 0 2 8 2
.

1 1

1
.

6 9 5 3 8 9
.

6 3

3
.

1 3 2 9 9 0
.

6 3

1 0
.

5 2 1 7 8 9
.

4 7

7
.

1 4 1 3 4 8 7
.

0 1

6
.

1 8 4 4 0 8 4
.

9 4

8246593219154518制砂

造型

清理

天车

熔化

其他

总计

不同工种的胸部 X 线改变有所不同
,

受检的 51 8

人中
,

发现胸膜斑 33 例
,

检出率 6
.

37 %
。

造型工胸膜

斑检出率最高
,

计 22 例
,

检出率为 8
.

94 % ; 清理工
、

天车工及其他接尘工检出率分别为 6
.

78 %
,

3
.

13 %
,

3
.

90 % ; 制砂工和熔化工均未检出石棉斑
,

但分别有 3

例和 2例为可疑胸膜斑 (其厚度为 2
.

s m m )
,

需进一步

观察
。

2
.

3 石棉胸膜斑与发病工龄

铸工石棉胸膜斑的最短发病工龄为 22 年
,

最长为

42 年
,

平均发病工龄为 30
.

8 年
,

其胸膜斑的厚度以 5

~ l o m m 为多
,

占 7 0 %
。

3 讨论

该厂在铸造过程中
,

一直用石棉垫作密封垫
,

随着

1
.

沈阳第一机床厂工卫环保处 (l 10 0 2 5)

2
.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3
.

朝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