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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脑阻抗血流图异常指标比较

异常波型 上升时间延长 重搏波隐见
波幅

组别 人数 升高 降低

两侧波幅差

)30写

转折高比值

(50 %

一ù一ù一ù
口期 20廿马 2们 节鱿 0 7

— —

—
例 %例 %例 %例 %

电焊组 14 3

对照组 2 1 1

14 10
.

4 5
.

4 6
.

48
“

32 34
.

63二 0
.

1 5 78 2
.

9 6
.

20 14
.

8 9二 3 19
.

0 7
`

2
.

8 60 0 4 5
.

4 2 61
.

2 9 1 7
.

790
.

8 2 3 9
.

8 6

’

尸 <0
.

0 5
,

二 P < 0
.

0 1

2
.

3 不同年龄组段与波型 比较 见
,

40 岁以上电焊组转折型
、

异常波型高于对照组
,

三

脑阻抗血流图波型的变化与年龄有关
,

从表 3 可 峰型明显少于对照组
。

表 3 不同年龄组段与波型比较

年龄
_ _

转折型 三峰型 陡直型 异常波型

组别
_

人数

— — — —
(岁 )

-

一 例 % 例 % 例 % 例 %

电焊组 2 0~ 7 8 3 0

4 0~ 5 6 4 7

3 8
.

4 6二 2 2 2 8
.

2 1
.

18 2 3
.

0 8二 8

8 3
.

9 5
“

2 3
.

5 7二 1
.

7 9 6

1 0
.

2 5

1 0
.

7 1
’

对照组 2 0~ 6 6

4 0~ 4 6

3
。

0 8 3 0

6 5
.

2 2 1 5

4 5
.

4 5

3 2
.

6 1

3 1 4 6
.

9 7 3

1 2
.

17 0

4
.

55

与对照组同年龄组段相比
’
尸 < 0

.

05
,

“ 尸 < .0 01

3 讨论

电焊工在作业过程中接触的电焊烟尘
,

其中锰对

人体危害较大
,

主要危害中枢神经系统
,

特别选择作用

纹状体
、

苍白球等部位
。

慢性锰中毒的早期症状以神衰

综合征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为主
,

缺乏客观评价指标
。

据报道锰可致脑血管内膜增厚
、

栓塞
,

使脑血流量减

少
。

本次调查的 1 34 例电焊工由于长期在锰浓度超过

国家卫生标准环境中工作
,

出现脑阻抗血流图波幅降

低
、

上升时间延长
,

流入容积速度减小
,

异常波幅增多

等结果
.

说明电焊工脑血管产生变化
,

致使血流充盈度

不足
,

脑血流量减少
。

而两侧波幅不对称现象则反映了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情况
。

据此
,

笔者认为脑阻抗血流图

作为一种无创伤性的电生理学检查方法
,

可以用作早

期锰中毒诊断的一项参考指标
。

(收稿
:

1 9 9 6一 0 3一 3 1 修回
:

1 9 9 6一 0 5一 2 0 )

绢丝尘对健康危害的调查

浙江省嘉兴市卫生防疫站 ( 31 4 0 0 1) 孙晓楼 沈玉琪 徐康乐 沈道德

浙江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张朝和 姿金萍

为了解绢丝尘对机体的危害及其发病关系
,

我们

对嘉兴市某绢纺厂制棉车间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
,

报告如下
。

1 劳动卫生学调查概况

1
.

1 一般情况

该绢纺厂是解放前建厂
,

具有 50 年历史的老厂
。

绢纺系利用丝吐下脚经过选别
、

制棉
、

纺丝加工而成绢

丝的一个行业
。

绢丝是由蚕丝精练而成的一种高度柔

软的丝纤维
,

在精练过程中尚混有蚕蛹
、

尘屑
,

它的主

要成分为有机物 (9 6
.

2% )
,

由蛋白质
、

中性脂肪
、

肝

淀粉和不硫化物组成
,

在加工过程中以粉尘形式漂浮

于空气中
,

较粗颗粒易下降
,

细粉末粘附于丝屑表面
。

制棉为主要接尘车间
,

整个车间接尘工人 186 人
,

其中

男工 95 人
,

女工 91 人
,

平均工龄 1 2
.

9 年 (4 ~ 37

年 ) ; 平均年龄为 3 4 岁 ( 2 4~ 6 1 岁 )
。

制棉车间装有除尘装置
,

但除尘效率不高
,

工人有

纱布 口罩
,

但不经常戴
.

1
.

2 生产现场粉尘浓度

表 1为厂方近年采用滤膜称量法所测的车间空气

中粉尘浓度
,

作业环境平均粉尘浓度为 15
·

4 3m g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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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未测
。

表 1制棉车间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m (g /m, )

车间 浓度
测点

—
又

开茧 8 1 4
·

5 5

园梳 4 1 3
.

3 0

B
a l l 6 1 8

.

0 2

2 体检结果

2
.

1 接尘工人 自觉症状

主要为胸闷 (或胸部紧迫感 ) 占 58
.

6 %
,

咳痰占

4 4
.

6 %
,

咳嗽占 39
.

8 %
,

气急占 24
.

7肠
,

胸痛占 9
.

8%
。

症状 与肺 活 量 关 系
:

症 状 组 肺 活 量 改 变 占

50
.

68 % ; 无症状组占 59
.

18 % ; 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 ( X Z= 0
.

9 4
,

P > 0
.

0 5 )
。

症状与吸烟关系
,

症状组吸烟占 38
.

4%
,

无症状

组吸烟占 24
.

5 %
,

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丫一 .2 55
,

P > 0
.

0 5 )
。

2
.

2 胸部 X 线改变

主要为肺中下野肺纹理增生
、

紊乱和不规则阴影

等间质变化
.

胸部 X 线改变与工龄有一定关系
,

工龄

小于 10 年者检查 41 人
,

胸部 X 线改变 12 人
,

占

2 9
.

2% ; 工龄 10 ~ 20 年
,

检查 29 人
,

胸部 X 线改变

6 人
,

占 2 0
.

7% ; 工龄大于 20 年
,

检查 38 人
,

胸部 X

线改变 15 人
,

占 3 9
.

5 %
。

胸部 X 线改变与肺功能关系
,

改变组 33 人中
,

肺

功能下降 12 人
,

占 3 6
.

4% ; 无改变组 71 人中
,

肺功

能下降 10 人
,

占 14
.

1%
,

改变组肺功能下降明显高于

无改变组 ( P < 0
.

0 5 )
。

2
.

3 肺功能检查

对制棉车间接尘工人在周末休息 1 天后第 1个工

作 日班前
、

班后测 V C
、

F E V
I

.

。 、

F E V
I

.

。
/ V C % (资料

完整者 12 5 人 )
。

另选无粉尘接触史工人 112 名 (条件

与接尘者相仿 ) 做对照组
。

2
.

3
.

1 接尘组与对照组班前班后 V C 比较 无论接

尘组与对照组班前
、

班后 V C 均未见改变
;

接尘各年龄

组班前
、

班后 V C 测得值均较对照组为低
。

两组比较除

女性 30 ~ 39 岁年龄组外
,

均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
。

2
.

3
.

2 接尘组与对照组班前
、

班后 F E V I
.

。

比较 接

尘组与对照组不论男性
、

女性
,

班前
、

班后 F E v
l

.

。
测

得值均随年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 ; 接尘与对照各年龄

组
,

班前
、

班后 F EV I
.

。

相应值未见明显变化 ; 接尘各

年龄组无论班前或班后 F E V
I

.

。

值均较对照组低
。

两组

比较除女性 30 岁以下年龄组 (班前 ) 外
,

均有非常显

著的统计学意义
。

此现象说明接触丝尘若干年后
,

可能

对接尘工人肺功能有一定的慢性影响
。

2
.

3
.

3 接尘组与对照组班前
、

班后 F E V
I

.

。

/V C % 比

较 不同年龄接尘组与对照组班前
、

班后 F E VI
.

。
/

V C % 未 见 有规 则 变 化 ; 多数 接尘 组 班 前
、

班 后

F E VI
.

。
/V C % 有下降现象

,

与对照组比较除女性 30 岁

以下
,

40 岁以上两个年龄组和男性 30 ~ 39 岁年龄组

外
,

均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2
.

3
.

4 接尘组与对照组班后 F EV I
.

。
占班前% 比较

由表 2 可见
,

接尘组班后 F E V I
.

。
波动在 士 O一 5纬占

4 3%
,

降低 5环以上占 34 写
;
对照组班后 F E v

l
.

。

波动

在士 。~ 5%占 76 %
,

降低 5 % 以上占 14 %
; 经统计学

处理
,

接尘组班后 F E V
】

.

。

降低 5% 以上人数与对照组

相比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说明接触丝尘后可能

引起工人通气功能急性改变
。

至于两组分别有 22 % 与

9
.

8 %升高 5 %以上
,

这主要反映班后检查时工人 已较

班前熟练 等因 素有关
。

此外
,

未见接尘工 人班后

F E v l
.

。

占班前% 与工龄有密切关系
。

表 2 接尘组与对照组班后 F E v
卜 。

占班前% 比较

组别 例数
波动

士 5%以下

接尘组

对照组

平均工龄 (年 )

:::
5 4 ( 4 3 )

8 5 ( 7 6 )

1 3
.

2

降低

5% 以上

4 3 ( 3 4 )
` “

1 6 ( 1 4 )

1 5
.

5

升高

5% 以上

28 ( 2 2 )

1 1 ( 9
.

8 )

14
.

3

注
:

( ) 内为百分比
;
二 尸 < 。

.

01

3 讨论
1 9 8 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专家会议上

,

讨论了

有机尘可引起呼吸道过敏反应
、

纤维性肺泡炎
、

非特异

性阻塞性肺疾患等 ; 1 9 82 年又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有

机尘职业接触限值建议的会议上
,

讨论了棉尘症具有

的急慢性肺功能改变
。

本次调查的绢纺厂制棉车间接

触单纯丝尘
,

生产现场粉尘浓度超过现行卫生标准
。

调

查对象除接触绢丝尘外
,

无其他粉尘接触史
,

主要自觉

症状为胸闷 (或胸部紧迫感 )
,

其次为咳嗽
、

气急
。

胸

部 X 线改变者
,

肺功能明显下降
。

F E VI
.

。
无论班前或

班后
,

接尘组均低于对照组
,

经统计学处理
,

男女各年

龄组除女性 30 岁以下年龄组外
,

F E V
I

.

。

与对照组均有

非常明显差别
;

班后 F E V
卜 。

与班前 F EV I
.

。
百分比接尘

组降低例数与对照组间经统计学处理存在非常显著性

差异
。

接尘组的 F E V
I

.

。
低于对照组

,

提示呼吸功能慢

性改变 ; F EV ,
.

。

班后低于班前
,

也反映了肺部功能急性

改变现象
。

以上结果与大部分国内外有关资料相近
。

(收稿
:

1 9 9 5一 1 1一2 0 修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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