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 并随工龄增长而依次增加 , 且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3　小结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 , 长期接触木尘的工人咳嗽 、 咳痰 、

胸闷 、 气短等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和慢支患病率有明显提

高[ 1 , 2] , 多数学者的调查资料同时表明 , 长期接触木尘可引起

肺功能不同程度的下降。 Carsso 等对 85 名木工和 53 名对照工

人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 接尘组工人的 FEV1.0 、 FEV1.0/

FCV%等肺功能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 3] 。

本研究提示木尘对工人肺功能有一定的损伤 , 其损伤程

度随工龄增长而升高 , 且无论吸烟与否 ,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胸片异常率也明显增高。

总之 , 木尘对肺功能的损害已较为肯定 , 为了保护工人

健康 , 加强对木尘工人的防护 , 采取进一步防尘降尘措施是

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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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作业工人眼鼻咽喉疾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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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火电厂作业工人进行眼 、 鼻 、 咽喉疾患调查
分析 , 结果表明作业工人眼 、 鼻 、 咽喉慢性疾患检出率较对

照组高。燃料运行 、 检修电焊两车间检出率具有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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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火电厂作业工人眼 、 鼻 、 咽喉患病情况 , 对某火

电厂 579名一线工人进行了调查 , 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一线工人 579 名为观察对象 , 男性 395 人 , 女性 184

人 , 年龄为 20 ～ 60 岁 , 平均 36.4 岁 , 工龄 1 ～ 40 年 , 平均

14.8年。另选择同厂行政后勤人员 161 名为对照组 , 男性 84

人 , 女性 77 人 , 年龄 20 ～ 60 岁 , 平均 39.3 岁 , 工龄 1 ～ 35

年 , 平均 14.4年。

1.2　方法

由劳动卫生医师对上述人员询问职业史 、 既往史及上呼

吸道自觉症状 , 专职医师进行眼 、 鼻 、 咽喉常规检查。

判定标准:(1)将检出慢性结膜炎 、 沙眼 、 慢性泪囊炎 、

结合膜结石等定为眼慢性炎症;(2)翼状胬肉为病变在结膜

睑裂部内侧或外侧 , 均未遮盖到瞳孔区 , 无任何不适感 , 未

累及视力;(3)将慢性单纯性鼻炎 、 过敏性鼻炎 、 慢性肥厚

性鼻炎 、 鼻息肉等统称为慢性鼻炎;(4)将慢性咽炎 、 慢性

扁桃体炎 、 慢性喉炎等统称为慢性咽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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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现场劳动卫生基本情况　该火电厂建于20世纪 80年代

末 , 总装机容量为 20万千瓦 , 有 4 台发电机组。经 90 年代两

次技改后生产一线工人大部分在装有空调的控制室电脑操作 ,

作业环境较干净优雅。燃料运行的煤运和检修电焊车间生产

场所主要危害为煤尘 、 电焊尘。经现场测定均未超过国家卫

生标准。

2.2　两组人员眼 、 鼻 、 咽喉慢性疾患比较发现观察组眼慢

性炎症 、 翼状胬肉 、 慢性鼻炎 、 慢性咽喉炎的检出率分别为

13.29%, 10.88%, 15.72%, 18.65%, 均 高 于 对 照 组

12.42%, 5.59%, 11.18%, 12.42%, 经卡方检验仅翼状胬肉

两组差别有显著性 (P <0.05)。

2.3　不同车间眼 、 鼻 、 咽喉慢性疾患比较　从表 1 可见燃

料运行组眼 、 鼻 、 咽喉疾患检出率较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 P <0.01);检修电焊组眼慢性炎症 、 翼状胬肉和慢

性咽喉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P <0.01);

其他组慢性鼻炎较对照组差异亦有显著性 (P<0.05)。

2.4　不同工龄眼 、 鼻 、 咽喉疾患比较　本次调查发现仅翼

状胬肉检出率有随工龄增加而增高趋势 , 且差异有极显著意

义 (P<0.01)。眼慢性炎症 、 慢性鼻炎 、 慢性咽喉炎等均与

工龄无关 (P>0.05)。

2.5　不同性别的比较　火电厂作业工人慢性鼻炎 、 慢性咽

喉炎检出率男性分别为 16.20%、 18.99%, 略高于女性

14.67%、 17.93%, 但无统计学意义 (P>0.05)。翼状胬肉男

性检出率 (12.15%)较对照组 (5.59%)有显著差别 (P <

0.05), 但与女性 (8.15%)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眼慢性炎症女性为 15.22%, 略高于男性 12.41%, 差别无显

著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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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车间眼 、 鼻 、 咽喉疾患检出率比较

车间 例数
眼慢性炎症

例数 %

翼状胬肉

例数 %

慢性鼻炎

例数 %

慢性咽喉炎

例数 %

电气运行 206 16 7.77 10 4.85 24 11.65 34 16.50

锅炉运行 105 7 6.67 9 8.57 12 11.42 18 17.14

燃料运行 111 26 23.42＊ 20 18.02＊＊ 28 25.23＊＊ 26 23.42＊

检修电焊 82 21 25.61＊＊ 19 20.05＊＊ 10 12.20 21 25.61＊＊

其他　　 75 7 9.33 5 6.67 17 22.67＊ 9 12.00

对照组　 161 20 12.42 9 5.59 18 11.18 20 12.42

　　注:其他包括水处理 、 化验 、 热工仪表 、 高压测试等工种。

　　＊与对照组比 P<0.05;＊＊P<0.01。

3　讨论

工人普遍反映上班干净舒适。但在调查中发现燃料运行

的煤运工和检修电焊车间的工人眼 、 鼻 、 咽喉的自觉症状较

多 , 而分析结果亦显示了这两个车间的检出率较对照组差别

有显著性 (P<0.05 , P<0.01)。可能与这两车间的工人常接

触粉尘 、 电焊尘等有害因素有关。鼻 、 咽喉慢性疾患男性略

高于女性 , 可能与男性吸烟有关 , 建议作业工人不宜吸烟。

眼翼状胬肉的发病原因及机制还不十分清楚 , 但一般认

为翼状胬肉与炎症 、 灰尘 、 阳光等外界刺激有关[ 1] 。本次调

查结果表明翼状胬肉检出率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有随工

龄增加 而增 高的趋 势。 以 检修电 焊车 间检 出率 最高

(20.65%), 其次为燃料运行 (18.02%)。 建议上述工人佩戴

防护眼镜 , 以减少翼状胬肉发生。

在生产作业环境较好 、 现场有害因素低于国家卫生标准

的某火电厂 , 眼 、 鼻 、 咽喉的慢性炎症仍然是该厂常见病 、

多发病。建议进一步改善燃料车间煤运工人和检修电焊工人

的作业环境 , 加强个人防护和职业卫生宣传教育 , 提高工人

的自我保护意识 ,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 以减少职业性相关疾

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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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低浓度丙烯腈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 发现

工人在丙烯腈浓度为 0.02～ 1.76 mg/m3 环境下工作 , 尿硫氰

酸盐浓度显著增高 , 出现一些慢性刺激症状 , 说明低浓度丙

烯腈对作业工人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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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腈是无色易挥发液体 , 属于高毒类有机氰化物 , 是

合成腈纶纤维的单体 , 也是生产塑料 ABS 和丁腈橡胶的原料。

为探讨低浓度丙烯腈作业工人的健康状况 , 我们对某厂丙烯

腈作业工人进行调查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某厂丙烯腈作业工人40名 , 年龄 22 ～ 40 岁 ,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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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岁 , 专业工龄 3 ～ 4 年。 对照组为 40 名不接触丙烯腈作

业的后勤行政人员 , 年龄 21～ 46岁 , 平均 31.5 岁。两组人员

的年龄 、 性别 、 工作强度 、 生活水平及习惯具有可比性。

1.2　内容和方法　

生产工艺及作业环境调查。作业环境空气中丙烯腈浓度

的监测:气相色谱法 (美国 PE 公司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临

床体检:包括职业史 、 既往史 、 现病史 、 烟酒史及内科等检

查。实验室检查:红细胞 (RBC)、 血红蛋白 (Hb)、 白细胞

(WBC)、 白细胞分类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天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AST)、 白蛋白 (ALB)、 谷胱甘肽 (GSH);尿常

规 (临床常规内容)。尿硫氰酸盐的测定:采用吡啶对苯二胺

法[ 1] 。

2　结果

2.1　生产工艺及生产情况调查　

该厂以生产腈纶为主 , 腈纶分别以丙烯腈和醋酸乙烯为

第一 、 第二单体 , 并混入醋酸 、 二甲胺及亚硫酸氢钠 , 按一

定比例加到聚合釜中 , 通过一系列反应条件的控制发生聚合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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