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各工种工人大气道 、 小气道功能平均值

工种 例数 FVC FEV1 FEV 1% V·50 V
·

50% V·25 V
·

25%
锯切工 53 100.84 103.74 86.33 4.81 98.55 2.27 106.59

凿岩工 46 92.23 99.98 88.61 4.87 98.36 2.38 113.95

磨光 9 98.94 107.96 88.59 5.57 108.68 3.23 122.16

其他 6 93.67 103.65 92.73 5.43 103.97 3.17 134.35

3　讨论

花岗石板材开采加工过程中的凿岩 、 锯切 、 磨光等主要

工序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生产性矽尘危害 , 其危害除产生包括

皮肤 、 黏膜 、 上呼吸道的刺激作用和非特异性的炎症反应外 ,

还有较强的致纤维化作用 , 引起矽肺病。矽肺病是纤维化病

变最严重 、 进展最快 、 危害最大的尘肺。据调查 , 我国Ⅰ 期

矽肺的平均发病工龄为 21.1 年 , 我省 0+晋Ⅰ 期平均需时 5.0

年[ 1] , 而此次调查胸片异常率高达 21.3%, 拟诊为 0+的 23 名

作业工人的平均接尘工龄仅为 9 年 , 若继续接触粉尘至发展

为Ⅰ期矽肺 , 其平均工龄仍可能明显小于我国的平均发病工

龄;3 名可以诊断为Ⅰ期矽肺的病例接尘工龄分别为 6 年 、 8

年 、 20 年 , 也明显低于我国的平均发病工龄。 说明该地石板

材开采加工行业的粉尘危害较严重 , 导致的矽肺病进展较快 ,

防治形势相当严峻。

从工种分析 , 凿岩工的胸片异常率明显高于锯切工 , 可能

原因主要有(1)当地石材早期仅限于开采 , 少有锯切和磨光等

加工环节 ,因此 , 凿岩工的年龄和工龄相对较长 ,累计接触粉尘

的时间大于其他工种;(2)矿山凿岩是干式作业 , 现场的粉尘浓

度检测结果表明 , 虽是露天作业 , 其环境中的粉尘污染仍远远

大于其他湿式作业的工种。因此 , 工人吸入粉尘的几率也明显

增高 , 大量吸入的矽尘对呼吸道及肺组织造成损害。

此次采用随机方式抽查的工人中未发现较严重 (Ⅱ期以

上)的病例 , 且各工种工人肺功能变化尚不明显 , 说明该地

该行业的矽肺病危害还正处于起始阶段 , 若在这个时期及时

用科学的手段加以预防和控制 , 完全可以防止群体性矽肺病

的发生。一方面 , 可采取加强工作场所粉尘危害的控制措施 ,

如采用湿式凿眼 , 加强个体的防护;另一方面 , 加强作业工

人特别是矿山凿岩工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 开展接尘工人摸

底调查 , 建立健康档案 , 定期摄高仟伏胸片进行筛查 , 发现

并跟踪胸片异常改变的工人 , 一旦发病 , 及时诊断治疗 , 并

调离粉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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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玻璃制品企业气象条件进行测定 , 同时对接
触组与对照组进行体温 、 皮温 、 脉搏 、 血压 、 呼吸等生理功

能检查。结果表明 , 接触组平均皮温 、 体温 、 脉搏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反映出玻璃制品作业的高温强辐射

特点 , 对作业人员生理功能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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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作业时 , 人体可出现一系列生理功能的改变[ 1] 。 为

了解玻璃制品业高温作业场所的特点 , 检查玻璃制品业高温

作业对工人生理功能的影响 , 制定行之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 ,

我们对我市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高温作业场所进行了职业卫

生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1　内容及方法

1.1　高温作业场所气象条件测定

1.1.1　测定项目及仪器　气温湿度测定用通风温湿度计 , 风

速测定用热球式风速仪 , 热辐射强度测定用单相辐射热计 ,

均经国家计量部门校正。

1.1.2　测定地点及时间　根据热源的分布及工人操作位置 ,

选择一车间 2 台行列机的熔化 、 保温操作岗位 2 个作业点进

行测试 , 上午 (9:00 ～ 10:00)及下午 (13:00～ 14:00)各

测定 1次 , 连续测 3 d , 取平均值。同时对室外及休息室 (无

空调设施)的气象条件进行测试。

1.2　高温作业工人生理功能的检查

1.2.1　检查项目及仪器　检查项目包括体温 、 皮温 、 脉搏 、

血压 、 呼吸。体温用水银体温计测舌下温度;皮温用半导体

点温度计测定额 、 胸 、 背 、 手背 、 小腿及脚背 6 点 , 然后计

算平均皮温;血压用台式水银血压计进行测量。

1.2.2　对象及测试点的选择　选择一车间熔化 、 保温操作岗

位有代表性的 15名男性工人进行检查 , 同时选择性别 、 年龄

·325·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7年 10月第 20卷第 5期　　Chinese J Ind Med　Oct 2007 , Vol.20 No.5



与接触组基本相同的材料供应 、 党办 、 设计等部门的非高温

作业15名男性职工进行对照检查 , 检查地点选择在离作业场

所较近的休息室。

1.2.3　时间与次数　每项指标分工作前1 h (安静时)及工作

中 (劳动后 2 h)2次进行检查。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该厂于 1959年投产 , 现有职工 426 人 , 其中接触高温作

业的 106 人。主要产品为啤酒瓶 、 化妆品瓶等 , 其主要工艺

流程为拌料—加料—熔化—制瓶—保温—包装 。全厂共有 2

个高温车间 , 每个车间有 2 台行列机 , 此次只选择有代表性

的一车间进行调查。该车间长 60 m , 宽15 m , 高 7 m , 顶部设

有矩形天窗进行自然通风 , 天窗外侧设有档风板。 2台行列机

位于车间中央 , 主要热源为成型机及保温炉 , 位于车间两侧 ,

车间内共有 45人 , 分 3 班作业 , 每班工人分为2 组轮换操作 ,

工人操作地点设有轴流风扇进行通风降温 , 休息室 (无空调

设施)设在车间南侧 , 内设长条椅 , 供应凉开水 , 几年来未

出现过中暑患者。

2.2　高温作业场所气象条件测定结果

由表 1可见 , 工人作业场所的气温及热辐射强度较高 ,

属高温强辐射作业 , 按车间内外温差计算 , 超过高温作业的

卫生标准 , 休息室的气象条件较好 , 符合卫生标准的要求。

表 1　高温作业场所气象条件测定结果

测定地点

温度 湿度 风速 热辐射强度

　(℃)　 　(%)　 　(m/ s)　 J/(cm2·min)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1号行列机

熔化岗位
39 40 51 46 1.1 1.0 8.1 8.2

2号行列机

保温岗位
38 39 50 51 1.3 1.3 7.6 7.7

车间外 31 32 80 81 1.2 1.3 0.8 0.1

休息室 28 29 76 74 0.4 0.5

2.3　高温作业工人生理功能检查结果

由表 2 可见 , 高温作业工人生理功能的变化以体温及皮

温较明显 , 其次为呼吸 、 脉搏 , 工作前与工作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1 , P<0.05);对照组只有呼吸工作前与工作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工作前接触组与对照组间

各项生理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工作中接触

组平均皮温与体温增高较明显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1)。

表 2　接触组与对照组生理功能检查结果比较 (x±s)

组别 n
　　　　血压 (mm Hg)　　　　 　　脉搏(次/min)　　　　呼吸 (次/min)　　 　　　体温 (℃)　　　 　　平均皮温(℃)　　

工作前 工作中 工作前 工作中 工作前 工作中 工作前 工作中 工作前 工作中

接触组 15 118.5/84.8±3.2/3.1 121.5/84.8±4.4/3.9 64±2.8 70±1.0＊■ 17±1.1 21±0.9＊ 36.8±0.3 37.6±15.0＊＊■■32.3±0.2 33.3±0.2＊＊■■

对照组 15 117.8/82.5±3.4/1.7 120.0/84.0±3.8/2.5 63±2.8 66±2.8　 17±8.3 20±1.2＊ 36.7±0.3 37.0±0.1　 　32.1±1.3 32.2±0.2　 　

　　与工作前比较 , ＊P<0.05 , ＊＊P<0.01;与对照组比较 , ■■P<0.01

3　讨论

本次调查可见 , 高温车间作业场所的气温及热辐射强度

达40 ℃及 8.2 J/ (cm2·min), 属高温强辐射作业 , 其特点是气

温高 、 热辐射强度大 , 而相对湿度较低 , 形成干热环境。调

查结果显示 , 对作业人员的生理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高

温作业工人的平均皮温 、 体温 、 脉搏等生理功能指标工作中

较工作前增高明显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而血

压的变化接触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与文献报道基

本一致[ 2] 。通过调查发现其原因 , 一是由于其行业生产特点

是产热连续 , 散热范围大 , 基本影响整个工艺过程 , 因而造

成对热源的隔热措施不得力;二是作业点的通风降温设施效

果差 , 热量不能及时散发 , 而给工人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研究表明 , 人体热适应对提高作业人员的体温调节功能和提

高耐热能力及工作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3] 。建议公司针对生产

特点 , 加强局部热源隔热措施 , 增加车间通风降温设施;加

强作业人员的健康保健 , 合理调节接触高温的时间 , 提高对

热负荷的适应能力;提高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 确保作业人

员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 1] 顾学箕 , 王 兰.劳动卫生学 [M] .第 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 1986:141.

[ 2] 张国高 , 贺函贞 , 张伟.高温生理与卫生 [ M] .上海:上海科技

出版社 , 1989:83-91.

[ 3] 贺函贞.我国高温研究近况 [ 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1995 , 13 (6):374.

(上接第 323 页)

组和中剂量组明显低于损伤模型组 , 说明玉米紫色植株色素

具有抗氧化能力。各剂量组肝匀浆 MDA含量均明显高于空白

对照组 , 低剂量组肝匀浆MDA 与损伤模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说明玉米紫色植株色素的抗氧化能力与食用剂量有关。

实验结果提示玉米紫色植株色素可拮抗溴代苯所致的小鼠肝

细胞损伤 ,其作用可能是通过减轻肝细胞的脂质过氧化。玉米

紫色植株色素具有护肝作用的剂量-反应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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