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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的职业危害因素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 5 1 0 2 6 0) 何 以平

近几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
,

很多职业因素可影响

医务人员健康
,

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概要综述
。

1 生物性危容

1
.

1 甲型肝炎

美国 oD eb be lin g 等
〔` 〕
报道依阿华州一 家综合医

院烧伤治疗中心 n 名护理人员
,

因护理两名大面积烧

伤并患急性甲型肝炎的病人而相继发生了急性 甲型肝

炎
。

经过潜在危险因素分析
,

这起医务人员中爆发的甲

型肝炎流行是通过在甲型肝炎患者住院的病房里进食

而引起的
。

故医务人员应注意自己的饮食卫生
,

才可避

免类似情况发生
。

也有报道前苏联医师因职业病而住

院的患者中
,

甲型肝炎占 8
.

3 %
。

1
.

2 乙型肝炎

H aa3 po
B

等
〔幻测定了某血液透析中心 52 名医务人

员血清中乙型肝炎病毒 ( H B V ) 标记 (放射免疫及酶

免疫测定法 )
。

发现 HBS A g 阳性 4例 (7
·

7% )
,

H eB A g

阳性 1 9 例 ( 3 6
.

5 % )
,

抗
一

H B
s
阳性 1 8 例 ( 3 4

.

6% )
,

抗
一

H cB 阳性 3 0 例 ( 5 7
.

6 % )
,

抗
一

H eB 阳性 2 1 例 ( 4 0% )
。

5 2 名中 3 8 例 (79
.

1% ) 确诊 H BV 感染
,

其中急性乙

型肝炎两例
,

慢性肝炎 21 例
,

肝硬变 1 例
,

14 例为既

往感染
。

提示血液透析科的工作人 员是感染 H B v 的

高危人群
,

其原因可能与频繁地接触患者或供血者的

血液有关
。

OB o I’o aB 等
〔 2 ,
对贝尔米地区 21 。 名和科米

彼尔米亚茨 自治州的 1 10 名医务人员 H B V 感染状况

进行调查 (分别以 124 及 115 名供血者为对照组 )
。

结

果表明
,

不论是乙型肝炎高发区还是在低发区
,

医务人

员 H B V 感染率和携带率均显著高于当地居民中的供

血者
,

尤其以外科
、

麻醉科和妇产科的医务人员更为突

出
,

并且 H B V 感染率随着从医时间延长而有升高趋

势
。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篇综合性报告指出医院工作人

员中乙型肝炎的感染率比一般居民高 3一 6 倍
。

为保护

医务工作者免受 H B V 感染
,

应采取严格预防措施
,

如

筛除 H B V 阳性血清
,

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

严格消毒制

度等
。

1
.

3 丙型肝炎

Z
u e k e r m a n

等
〔3〕
对英国皇家医院的 1 0 5 3名医务

人员
,

包括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生
、

护士及助手 61 6人
,

间接接触的化验员或其他辅助科室人员 437 人进行了

丙型肝炎病毒 ( H C V ) 检验
,

发现医务人员总的 H C V

血清流行率为 0
.

28 写 ( 3 / 1 05 3 )
,

直接接触病人者为

0
.

1 6 % ( 1 / 6 1 6 )
,

间接接触者为 0
.

4 6 % ( 2 / 4 3 7 )
。

结

果表明
,

尽管这家医院病人中有很高的 H C v 血清阳

性率
,

而 医务人员的 H C V 流行率却很低
。

但 Br
o u

w er

等川对比利时医务人员 H C V 感染状况进行研究
,

发现

医务人员中 H C V 感染率 比供血者和对照人员显著升

高
。

上述结果提示
,

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医疗护理操作常

规和隔离消毒制度
,

对避免因职业性接触而发生 H C V

的传播和感染是至关重要的
。

1
.

4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 IV ) 感染

医务人员因职业接触 H IV 携带者血液而致 H IV

感染也已有病例报告
。

w ich
e r

评估 了美国 5 8 00 名患

有爱滋病的医务人员
,

这当中有 29 名医务人员 ( n 名

是护士 ) 由于职业接触 H IV 而血清发生 H IV 阳性
.

C
o n st e n 等

〔5〕
报道手术组人员为 H IV 感染阳性病人进

行各种操作时有感染 H IV 的可能
,

特别是与病人的血

液或体液接触时
,

其累积危机可用公式 1一 (1 一 f p )
’ ,

算出
,

式中 f 是人群中血清阳性率
,

p 是每次接触的传

播机会
, n 是每年与静脉血接触机会

,
y 是操作的年数

,

估计一位外科医生为 H IV 感染病人施行手术 30 年
,

其感染率约为 。
.

60 ~ 10 % 不等
。

至 1 9 9 3 年 1 月为止

已报告 31 例健康工作人员在医疗操作中获得 H IV 感

染
,

爱滋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已建议工作人员穿戴两副

手套和手术衣
,

戴防护性眼罩和 口罩
,

脱去手套后以及

接触病人血液的皮肤 (如手套有破口或刺破 )应立即清

洗
,

注意手指勿被缝针或刀片刺伤或割伤
。

2 化学性危容

2
.

, 抗肿瘤药物

为了解护士孕期接触抗癌药物与 自然流产的关

系
,

赵树芬等比 ,
对京津地区 5 个医院的 59 0 名护士的

71 5 妊次作了分析
,

接触组 3 77 妊次
,

对照组 3 38 妊

次
。

结果表 明
,

抗癌药接触 组护士 自然 流产率为

1 3
.

5 %
,

明 显高于对照组 自然流产率 8
.

6% ( O R 二

1
.

55 )
,

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5 )
。

而且妊娠前

及孕期既接触抗癌药又接触较高剂量的放射线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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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镭 ) 的护士中 自然流产率明显增高 ( 2 1
.

7%
,

尸 <

。
.

0 5 )
。

抗癌药接触组护士足月产 ( 79
.

8 % ) 明显低于

对照组 ( 8 9
.

6% )
,

早产率 (5
.

3 %
,

2
.

4% ) 及子代出

生缺陷率 (3 1
.

0%
。 ,

9
.

7%
。 ) 明显高于对照组

。

表明护

士职业性接触抗癌药对胚胎及胎儿发育有不良影响
,

应加强防护措施
。

另有报道在接触抗癌剂护士的淋 巴

细胞中
,

发现染色体异常
、

姐妹染色单体交换 (S C E )

斑点突然变异和小核增加
;
在尿中发现尿原性变异和

硫醚增加
,

一般认为这些现象都反映有致癌危险
。

与对

照组比较
,

接触抗癌剂护士
,

利用沙门氏菌 ( T A
g。 ) 检

查尿原性变异和 S C E 显示有意义的高值
。

还有调查发

现经常接触抗癌药的年轻护士 白血病与膀胧癌高发
。

2
.

2 麻醉剂
〔 , 〕

在 60 年代
,

首先注意到吸入麻醉剂导致胚胎毒性

的可能性
。

A
s k r o g 等报告丹麦女麻醉师中自然流产率

增高 2 倍
。

C he
n 等报道美国手术室护士自然流产率为

28 %
,

一般职务的护士为 9%
,

女麻醉师的 自然流产率

为 3 8%
,

一般医师为 10 %
。

英国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

结果
。

美国 R
o
w al n d 等报告在无抽风的情况下每周接

触一氧化氮 5 个多小时的女牙科助手中生育力降低
。

还有研究指出接触麻醉剂的医护人员有肝病
、

肾脏病

及 iV t B
1 2

代谢紊乱的症状
。

2
.

3 戊二醛

它是内窥镜
“
冷

”

灭菌的最好消毒剂
,

对细菌
、

病

毒和分支杆菌有良好的杀灭作用
,

极少引起内窥镜损

伤
。

但对使用者
,

特别是内窥镜室的医务人员有过敏反

应等危害
。

可引起鼻炎
、

哮喘和接触性皮炎
。

C al der

等
〔的对 17 间医院 1 67 名护士的调查发现

,

有症状的占

6 5 %
,

有 2 种或更多症状的占 38 %
,

主要主诉是眼睛

刺激 (4 9% )
、

皮肤变色或有刺激感 (4 1 % )
、

头痛

( 3 6% )
、

咳嗽或气促 ( 3 4 % )
。

N o r b a e k 和 J a e
h

u e k 等

也有类似的报告
。

也有接触戊二醛致反复鼻妞的罕见

病例
。

这类病人的症状在工作时严重
,

离开工作数日后

消退
,

既往无特异反应性皮肤病或职业病史
。

用 1 %戊

二醛进行斑贴试验
,

48 小时后结果为阳性
〔” .

2
.

4 其他

有报道儿科护士
、

医师
、

药师接触胰腺粉过敏引起

鼻 炎
、

接触性皮炎
、

慢性咽 炎
、

变应性结膜炎和 哮

喘
〔10j

.

牙科技师在制作假牙过程中接触矽尘
、

钻
一

铬
一

镍

合金尘
、

被尘
、

氧化铝尘
、

石棉和丙烯酸塑料等会引起

尘肺和其他职业性肺部疾病
〔“ 〕 。

护士接触乳胶手套可

引起接触性尊麻疹和哮喘
〔 , 2〕 。

医务人员接触青霉素还

可发生职业性变态反应
、

接触性皮炎及哮喘
〔 ’ 。 〕 。

3 物理性危害

针刺损伤是护理专业人员中常见 的职业事故
〔̀ 3〕 ,

美国有报告护士针刺损伤占职业事故的 2 / 3
。

eL
e nt

-

v
aa 卜 K ul PJ er s 〔川调查了荷兰阿斯特丹市一家医院的外

科医师及手术室人员
,

调查期间手术例数 3 101 例
,

损

伤 42 例 (1
.

4 % )
。

每次参加手术的医护人员平均为

3
.

8 士 0
.

8
,

这样每 100 次手术每人的皮肤损伤率为

0
.

3 7 (普通外科为 0
.

8 2 )
。

电离辐射来源放射性诊断和治疗
。

有报道从身放

射性诊断和治疗的医务人员因接触放射线而致恶 生肿

瘤
、

白血病
、

不良生殖结果及放射病者比例较高
〔 , 5〕 。

有

报道骨科医师
,

长期从事 X 射线下整复工作
,

而致放

射性白内障
。

高廷太等
〔 ,的报告一骨科医师在 X 线下从

事整骨复位 15 年
,

年受照剂量当量达 6 0 o m s
v (正常

不应超过 s o m s v)
,

除有头痛
、

头晕
、

乏力
、

倦态
、

四

肢发软
、

睡眠障碍
、

记忆力减退等临床症状外
,

还出现

双手指间持续性疼痛
、

触痛特别明显
。

检查时发现
,

手

部毛细血管扩张
,

双手皮肤粗糙
,

手指出现红斑
,

手背

皮肤过度角化
、

辍裂
、

脱屑
、

糜烂溃疡
,

久治不愈
。

后

经专业组诊断为双手慢性放射性皮炎
、

双手指 (左食

指
、

中指
、

无名指
,

右中指
、

无名指 ) 癌变初期
。

由此

提示长期从事骨科整骨复位的医护人员
,

要注意 X 线

的防护
。

综上所述
,

医务人员的职业危害是多因素的
,

今后

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有关研究
,

制定综合的防护措

施
,

保护他们的健康
。

(本文承蒙我院陈秉炯主任医师审阅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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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粉尘危害性的研究

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l 5 0 0 1 0) 宁滨莲 (综述 ) 冯克玉 ( 审校 )

沸石 ( Z e o li t e ) 化学式为
:

A m B p O
Z p

·
n
H

Z
O

,

是

沸石族矿物的总称
,

是一种含水的架状铝硅酸盐矿物
,

其结构一般由三维硅 (铝 ) 氧格架组成
。

到 目前为止
,

全世界已发现 43 种 (1, 2〕 ,

我国已发现 12 种
,

已被大量

利用的是斜发沸石和丝光沸石
。

人们利用沸石的热稳

定性
、

耐酸性等优良性能为人类造福
。

随着工农业生产

的发展
,

国内对沸石的开发
、

利用 日益增加
,

已有 20

个省
、

1 50 余处厂矿进行开采
,

但沸石粉尘的危害性即

致肺纤维化
、

致肺癌的研究 目前国内尚无报导
。

近年来

国外 已有少量报道
。

现就沸石 粉尘危害性流行病学调

查及实验研究作一综述
。

1 沸石粉尘致肺纤维化性

1 9 5 5 年 C
a s e y

一
K R 曾报道了 2 名患者

,

他们生活

在土耳其 N ve ad
a
含沸石地区

,

呈现特发性胸膜增厚

和肺纤维化
,

认为肺纤维化与沸石 的广泛肺沉着有

关
〔 , 〕 。

19 8 7 年又报道 T 土耳其的 C
a p p a d o e

i
a
地区 1例

接触毛沸石尘引起弥漫性肺纤维化的病例
。

患者
,

男

性
,

农民
,

60 岁
。

近 20 年来每年约有 20 天时间打毛

沸石
。

有吸烟习惯
。

因呼吸困难入院
。

患者 7年前在劳

动时就觉呼吸困难
,

并缓慢发展
。

入院时稍用力即气

短
,

有咳嗽
,

尤其在早晨加重
,

但无痰
。

体检见有呼吸

困难
,

桶状胸
,

双肺中下散在干罗音以及弥漫性水泡

音
。

胸片见双肺中下野有弥漫性小网状阴影
。

痰培养未

发现抗酸杆菌
。

多次经支气管纤维镜作肺活检
,

组织学

检查见有单核炎症细胞
、

肺泡壁明显增厚以及间质纤

维化
,

伴有无定型的铁色素
。

用透射电镜检查
,

发现肺

组织 内含有大量毛沸石纤维
,

其特征为
:

平均长度

4
.

8拌m
,

平均直径 0
.

4拜m
。

经能量弥散光谱鉴定纤维物

质为毛沸石
。

本例临床和 X 线结果说明有弥漫性肺纤

维化
,

肺的组织学检查也支持这个诊断
。

鉴于以往有人

报告 CaP p ad co ia 地区农民的肺纤维化患者中
,

发现有

些肺组织内有沸石纤维 ; 体外研究亦发现毛沸石有致

肺纤维化作用
,

因此从环境和流行病学研究来看
,

有足

够证据证实本例患者肺纤维化与吸入毛沸石粉尘有

关
〔 4〕

。

1 9 5 5 年 N IR
o L o

v
a s

等用体内和体外方法对保加

利亚沸不岩的生物反应进行了研究
,

结果显示沸石具

有细胞毒性和 致纤维化作用
,

斜发沸石致纤维化作用

强
,

丝光沸石和毛沸石次之
。

在这个结果基础上提出了

斜发沸石粉尘的一般卫生学标准为 Zm g /m
3 〔 5〕 。

1 9 9 0 年 K r u g l ik
o v 一

G G 等动物实验证实
,

通过大

白鼠气管内给予天然沸石可致尘肺
。

但沸石引起的肺

纤维化不像石英粉尘可致大量胶原蛋白形成
〔幻

。

2 沸石粉尘致痊性

1 9 7 5 年 B a r i s

等报道在土耳其的 M i dd l e 一
A

n a t o -

ial
n
地区三个村落

,

通过 x 线检查发现了肺癌发病数

较高
。

这个结果揭示了帅胸膜间皮瘤似乎是由接触石

棉而引起
,

但其村落周围都没有发现石棉
。

1 9 8。年完

成了该村落矿物学试验分析 ; 死亡癌症病人的检查以

及从该村获得粉尘的动物实验结果证明了是纤维性沸

石对胸膜和肺脏的损害
〔 7〕 。

1 9 7 9

一
9 8 3 年之间

,
I A R C 与安卡拉 H a e e t t e p e

大学胸科系及 aP an rt h 尘肺医学研究理事会联合在土

耳其中部的 4 个间皮瘤高发村进行了流行病学和环境

学的观察
。

最近资料指出毛沸石似乎是强的致癌纤维
。

并在研究中报道了 17 例胸膜间皮瘤和 7 例肺癌农民
,

分析这些癌症原因与接触毛沸石纤维有关
〔的 。

1 9 5 9 年 P y le v 一
L N 等人用浓度为 4 9八 o om l 含钙

十字沸石粉尘盐水 0
.

s m l 给予随机繁殖的鼠胸腔内注

射
,

1 个月内注射 3 次
。

染尘与未染尘组对照 比较
,

发

现前者比后者有较高的骨髓增殖现象
。

其中一只发现

胸膜间皮瘤
,

两只发生肺腺癌
,

因此推断钙十字沸石具

有较弱的致癌能力
〔” 。

1 9 9 0 年 iH n
一

R J等人通过动物实验证实鼠胸膜内

注射纤维性毛沸石后鼠肺胸膜从早期到晚期形成间皮

瘤的整个变化过程
。

并且指出在致胸膜间皮瘤的剂量

反应周期 内
,

沸石纤维的致癌能力较青石棉大
〔 ,。 〕 。

3 沸石粉尘的致突变性和细胞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