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钳工及电镀车间均设有局部抽风装置。生产工人配发工作

服 、 防尘口罩 、 防噪声耳塞 、 石棉衣等。

3.1　车间气象条件

按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TJ36-79)规定 , 该企业工

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不得超过 37℃。测定结果表明 , 熔配

车间的熔炉 、 屏成型 、 锥成型压机前气温均超过 40℃, 最高

达53℃, 平均气温 46.3℃, 相对湿度 30%～ 40%。 单向辐射

热强度为:头部平均 11.8 J/ cm2·min , 胸部平均 9.0 J/ cm2·

min , 腿部平均 5.0 J/ cm2·min , 其中最大值34.2 J/ cm2·min。这

些地点的气象条件严重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规定限值 , 对作业

人员易引起中暑 、 水盐代谢紊乱及其它不良影响。 由于工艺

及生产要求 , 这些作业场所目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 因

此这些场所除已采取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加强局部通风 、 供应

冷饮及在工作地点附近设置工人休息室外 , 还应加强个人防

护 , 尽量缩短高温作业时间 , 进行定期体检 , 以确保工人的

身体健康。

控制室 、 操作室 、 工人休息室的气象条件均符合国家卫

生标准。

3.2　车间噪声

本次调查共设噪声测定点 16个 , 分析频谱 10 个 , 16 个测

定点噪声强度在 79～ 111dB (A)之间 , 超过 85dB (A)的测定

点13个 , 占 81.3%。频谱分析资料显示 , 屏成型车间压机前

和销钉区以中 、 高频噪声为主;锥成型压机前 、 降温退火北

线 、 屏加工等工段为宽频带噪声;模具车间等离子喷涂以中 、

高频噪声为主;模具车间制造 、 整备钳工 、 原料库破碎机等

工段为宽频带噪声。其中尤以屏成型压机前 、 销钉区 、 等离

子喷涂工段噪声污染严重 , 平均噪声强度为 103.7dB (A), 平

均超标 18.7dB (A)。以上作业点应作为治理噪声污染的重点

噪声源。

3.3　车间粉尘

熔配车间粉尘监测点 13 个 , 共采集样品 52 个 , 结果为投

料口粉尘浓度均有超标 , 最高值达 53.0mg/ m3 , 平均超标率为

13.5%。模具车间粉尘监测结果显示 , 制造和整备钳工的操作

地点平均超标率为 25%;喷砂间由于密封不严 , 在喷砂过程

中粉尘浓度仍有超标。

由于受工作时间和投料时间的限制 , 现场监测时部分投

料口未投料 , 因此可造成投料口粉尘浓度值出现偏差。

3.4　车间空气铅

由于原料中加入大量的氧化铅 (20 ～ 25 吨/日), 在焙烧

过程中可有铅烟逸出。 本次监测的 8 个点 32 个样品中有 2 个

点超标 , 主要分布在熔炉旁 , 最高值为 0.034mg/m3 (国家标

准为 0.03mg/m3)。 配料车间氧化 铅加料口铅尘浓度 为

1.205mg/m3 (国家标准为 0.05mg/m3), 最高值为 1.55mg/ m3 ,

远远高于国家卫生标准。

3.5　车间空气中其他有害物质

本次监测的项目还有一氧化碳 、 氮氧化物 、 二氧化硫 、

苯系物 、 氯化氢等 , 均未超标。

4　小结

通过对玻壳行业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分析可以看出 , 其

主要职业危害为高温 、 噪声 、 粉尘 、 铅等 , 主要职业危害作

业点分布在配料 、 熔炉 、 压机。 在劳动过程中 , 工人不仅受

单一因素的影响 , 有些同时受到高温 、 噪声 、 铅 、 有害气体

等因素的联合影响 , 可对人体造成损害 , 需进一步加强治理。

(收稿:1997-06-24　修回:1997-10-14)

大型锅炉制造厂车间吊车作业职业性危害调查

陈海波　李　伟

　　大型锅炉制造厂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大型钢板和钢管 ,

需要车间吊车工运送和摆放 , 因此吊车作业人员在企业中占

有相当比例 。就此我们对吊车工的职业危害进行了调查 , 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吊车工组选择锅炉制造车间吊车作业工人 217 名 ,

均为女性;工龄 2 ～ 25年 , 平均 11 年;年龄 22 ～ 45 岁 , 平均

30.4岁。对照组选择后勤科室人员 110 名 , 平均年龄 31.9 岁。

1.2　方法

鼻咽部检查依据黄选兆主编 《耳鼻咽喉科学》 (第三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91.100)为标准进行诊断。视力检

查采用国际标准对数视力表 , 照明为 60瓦日光灯 , 距离 5米;

　　作者单位:150040　哈尔滨锅炉厂医院 (陈海波), 济南铁路中心

医院 (李伟)

裸眼视力低于 1.0 者为视力下降。颈肩肌肉疾患采用问卷调查

填表法进行统计。

2　结果

2.1　环境监测

在吊车工作业呼吸带测定电焊烟尘浓度。样品数 156 个 ,

最低值 7.83mg/m3 , 最高值 32.67mg/m3 , 均值 5.96mg/ m3。 最

高值超过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5 倍多 , 均值基本达标。

2.2　吊车工组与对照组鼻咽部疾病检查结果

吊车工组鼻咽部疾病患病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其中吊

车工组咽炎 49 例 (22.6%), 鼻炎 25 例 (11.5%);而对照组

咽炎 8 例 (7.3%), 鼻炎 4 例 (3.6%)。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意义 (χ2=11.88 , P<0.001 和χ2=5.615 , P<0.05)。

2.3　视力检查结果

视疲劳 (包括眼球胀痛 , 眼睛干痒 , 视物不清 , 流泪)

吊车工组为 72 例 (33.2%);视力下降为 11例 (5.1%), 并有

(下转 55页)

·50· 　　Chinese J Ind Med , 　　　　　 　Feb　1999 , Vol.12　No.1　　



对靶器官的AChE 起作用。不同的有机磷杀虫剂在肝中及血液

中活化/解毒比率不同 , 这就决定了其体内毒性的大小 , 例如

对硫磷 、 甲基对硫磷与甲基谷硫磷在肝与血液中就没有解毒

完全 , 而乐斯本与杀螟松在肝中已解毒完全 , 其毒性主要是

由肝外组织的活化作用而引起的[ 1, 5 , 12] 。苯巴比妥预处理可以

在体内拮抗多种有机磷杀虫剂的毒性作用 , 除对 P-450及其同

工酶的诱导作用外 , 也许苯巴比妥对肝内 A-酯酶活性的诱导

作用及对肝分泌功能的改变也是一个原因[ 1 ,8 , 9] 。

2　结合解毒

大多数有机磷杀虫剂的致死性都是由于其对 AChE 有较

强的抑制 , 然而它并不只是对 AChE 有选择性 , 它也可抑制

许多含丝氨酸的碳氧酯酶 (主要是脂族酯酶与丁酰胆碱酯

酶), 这是结合解毒的潜在机制。各组织器官的 ALiE 的活性

不同 , 小肠与肝脏较高 , 肾 、 血浆 、 肺活性中等 , 脑 、 脾 、

骨胳肌中则活性较低[ 21] 。用脂族酯酶的特异抑制剂 TOTP (三

氧甲苯基磷酸酯)来研究 ALiE 在有机磷农药 (毒剂)中毒的

解毒作用中发现:ALiE 是通过改变磷酸位点对有机磷农药

(毒剂)起显著解毒作用的 , 解毒的程度很大方面依赖于有机

磷杀虫剂对酶的亲和力 , 神经性毒剂 VX 毒性较梭曼与沙林

高 , 部分是由于其分子中含一个四价铵基而与 ALiE 亲和力低

的缘故[ 25] 。结合解毒可在低浓度与农药 (毒剂)或其活性代

谢物结合 , 并不破坏农药 (毒剂), 而是将其与靶器官隔离以

减轻其急性毒性[ 21 , 25]

另外 ,有实验报道小鼠体内注射苯巴比妥后 , 测定膈肌 、脑

组织 AChE 及 A-酯酶活力 , 均未见升高 , 而血清及肝脏的 ALiE

水平却有明显升高 , 从而降低了毒剂的毒性水平[ 25] 。 这说明

苯巴比妥预处理对抗有机磷杀虫剂急性毒性不仅通过对 P-450

及A-酯酶的诱导 ,而且也增加了 ALiE 活性而发挥作用的。

总之 , 有机磷杀虫剂的体内活化与解毒是一个复杂的协

同与序贯的过程 , P-450 酶是其主要的催化酶 , A-酯酶 、 脂族

酯酶也起重要的解毒作用。肝脏是其主要的代谢器官 , 但肝

外靶器官激活与解毒作用也不容忽视。杀虫剂的不同结构 、

性别因素 、 酶的诱导与抑制对其体内活化/解毒比率的影响都

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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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工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 , 工龄 5 年以下的仅有视疲劳而未

有视力下降 , 而10 年～ 、 15年～ 和 20 年以上工龄组视力下降

率分别为 3.2%、 6.3%和 18.2%。

2.4　颈 、 肩肌肉疾患检查结果

吊车工组颈痛 58 例 (26.7%), 肩痛 47 例 (21.7%)。对

照组分别为14 例 (12.7%)和 6例 (5.5%)。两组差异有显著

意义 (P<0.005 和 P<0.001)。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大型锅炉制造厂车间吊车作业人员鼻咽部

疾患 、视力下降和颈及肩部肌肉疼痛患病率较高。其原因可能

是(1)吊车工鼻咽部炎症与吊车工作业周围环境污染有关。 吊

车工作业所处地面 70%是电焊工在作业 , 产生大量的电焊烟

气 , 其中含有 粉尘 、氮氧化物和臭氧等有害物质。(2)吊车工视

疲劳和视力下降与视调节及集合功能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有

关。车间内光线亮度不一 , 电焊作业时产生大量的烟尘 , 使地

面的能见度较差更加重了视疲劳。(3)吊车工颈肩肌肉疾患则

主要与不良体位有关 , 吊车工作业时颈及头部处于向下低垂 ,

使颈椎肌肉持续紧张 , 久之必然引起颈痛和肩痛。

综上所述 , 锅炉制造行业吊车工的健康不容忽视 , 应加

强车间的防尘排烟措施 , 改善劳动条件以利工人健康。

(收稿:1996-05-30　修回:1996-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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