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不同 BMI组差异较小 , 无统计学意义。各组高血压 、 糖

尿病 、 血脂异常的患病率见表 2, 肥胖组的血压 、 糖尿病 、 血

脂异常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组。

表 2　不同 BMI水平与高血压 、 糖尿病 、 血脂异常的关系

BMI 人数

高血压

例数
患病率
(%)

高血脂

例数
患病率
(%)

高血糖

例数
患病率
(%)

<18.5 16 0 0.00 5 31.25 0 0.00

18.5≤BMI<24 1 692 45 2.66 329 19.44 52 3.07

24≤BMI<28 368 10 2.72 124 33.70 9 2.45

BMI≥28 46 9 19.57 29 63.04 3 6.52

χ2 值 44.387 7 78.228 9 2.896 8

P值 0.000 0 0.000 0 0.407 8

3　讨论

本次调查对象高甘油三酯患病率 22.95%、 肥胖和超重率

19.43%、 高血压患病率 3.02%、 糖尿病患病率 3.02%。 BMI、

血压 、 血糖 、 血脂水平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 尤其是 40岁后

增加幅度更大;同时 , 血压 、 血糖 、 血脂等相关指标不仅随

年龄变化 , 也随着 BMI的增加而改变 , 相互之间存在互变共

生关系。 BMI≥28, 其高血压 、 糖尿病 、 高血脂患病率是 BMI

值正常组的 2 ～ 7倍 , BMI与血压 、 血糖 、 血脂高度关联 , 超

重 、 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 , 井下掘煤工血压水平高于地面维护作业

和管理人员 , 而血脂 、 血糖 、 BMI则相反 。这可能由于是井下

工人劳动强度大 、 工作条件差 , 就业压力和家庭负担重 , 故

血压相对较高;而地面维护作业和管理人员生活较为富裕 、

劳动强度低 , 故血脂 、 血糖 、 BMI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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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6例慢性溶剂汽油中毒患者的中毒原因 、 临床

表现 、 治疗经过进行调查 、 分析 、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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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汽油在职业过程中主要经呼吸道吸收 , 也可经消化

道和皮肤吸收。溶剂汽油的急性中毒较多见 , 但慢性中毒报

道不多 , 现将发生于我省的 6例职业性慢性溶剂汽油中毒情

况报告如下。

1　事故经过

从 2006年 11月起青海省某公司机加车间对柱研磨组 6名

工人陆续出现四肢远端麻木 、 发热 、 无力 , 进行性加重 , 以

至无法正常行走 , 于 2006年 12月 28日来我院就诊 , 接诊医

生对患者作有关医学检查后 , 怀疑溶剂汽油中毒 , 于是组织

专业人员对现场及车间其他人员进行了相关医学检查 , 怀疑

职业性溶剂汽油中毒 , 一起收住院治疗。

2　作业环境卫生学调查

该公司因城市改造于 2005年 2月由市区迁入经济开发区 ,

迁入时未作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控制)评价。车间内无排

风机 , 至 2006年 10月因工作量加大 , 作业工人反映车间内气

味大 , 公司于 2006年 12月 25日安装一台排风机。

机加车间对柱研磨组共有内外 2间房屋 , 里面房间长 10

m、 宽 6m、 高 2.4 m, 东墙安装一台排风机 (12月 25日),

南墙有一 50cm×50 cm的窗口与计量室相通 , 北墙有门与外

屋相通 , 门上有一轴流式送风机 , 室内有一立式空调机保持

室内温度 21℃。外屋长 5m、 宽 10m、 高 2.4m, 无窗 , 南墙

有门与里屋相通 , 东墙有门与内孔研磨间相通 , 北墙有门与

走廊相通 , 室内有一局部排风系统用于硫磺的加热 (温度约

400℃)。

生产工艺:生产物件清洗※夹柱※灌硫磺※平 、 研磨※

第二次清洗※交计量室。 作业工人将溶剂汽油从桶中倒入敞

开的容器中用手拿棉花清洗物件 , 使用过的棉花每天清扫 2

次。调查时发现 , 沾有溶剂汽油的棉花随处可见 , 无固定存

放地点。

生产中使用的原 、辅料及使用量为:纯钢物件 10 000件 /d左

右 , 180号溶剂汽油 42 kg/d,每日回收汽油 16 kg、煤油 0.25 kg、

硫磺 0.25 ～ 0.75kg,每月回收人造金刚石研磨膏约 40ml。

作业工人日工作 7 h, 工作时不佩戴防毒口罩。现场连续

监测车间 3 d, 溶剂汽油浓度结果分别为 682、 3 948、 569

mg/m3 , 均超过国家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450mg/m3)。

3　临床资料

3.1　一般情况

机加车间对柱研磨组共有 13名作业工人 , 其中里屋 9

人 , 外屋 4人 , 均为男性 , 22 ～ 45岁 , 平均接触溶剂汽油时

间 1 ～ 20年。

3.2　临床表现

对 13名作业工人均进行了职业性健康检查 , 其中 6人主

诉四肢远端麻木 、 无力进行性加重伴乏力 , 以至无法正常行

走 , 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体检下肢肌力 5级 11人 、 4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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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双下肢痛 、 温觉轻度减退 2人 , 无肌肉萎缩 , 膝反射消

失 4人 , 跟踺反射减弱 6人 , 卧立反射阳性 6人。其他人检

查正常。

3.3　肌电图检查

右小指展肌呈部分失神经损害 6人 , 右胫前肌失神经损

害 6人 , 左胫前肌失神经损害 6人 , 右拇短展肌呈失神经损

害 4人 , 其他人检查正常。

3.4　神经肌电图

其中 6人所检神经包括右正中神经 、 右尺神经 、 右腓总

神经 、 左胫神经 、 右胫神经 、 右腓浅神经及左腓肠 、 右腓肠

神经远端潜伏期延长 , 传导速度不同程度减慢;感觉神经波

幅降低 , 传导速度减慢;右尺神经 F波减慢 2人 , 右胫神经

H反射延长 4人 , 左胫神经 H反射减慢 5人 , 右正中神经 F

波减慢 3人。其他人检查正常。根据劳动条件 、 患者临床表

现及按 GBZ2— 2002诊断标准的要求 , 经青海省中毒诊断小组

诊断为职业性溶剂汽油慢性轻度中毒 6人。

3.5　治疗经过

患者住院后第一疗程 (急性期)以修复营养神经 、 活血

化淤 、 高压氧舱 、 激素治疗为主 , 第二疗程 (恢复期)以功

能锻炼 、 心理治疗为主。给予维生素 B族 、 活血化淤 、 能量

合剂等药物 , 经过 2个疗程的综合治疗 , 大部分患者的自觉

症状 、 客观体征 、 神经肌电图检查正常出院。

4　讨论

该公司建厂时未按规定进行 “三同时” 卫生审核 , 生产

过程中未充分落实相关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措施 , 在工艺

布局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 将有毒的柱研磨工段与无毒的计

量工段设置在同一车间内 , 造成接触有毒作业人员增加;另

外公司领导及作业工人缺乏职业卫生知识 , 认为溶液汽油无

毒 , 加之柱研磨车间为密闭空调房作业 , 生产过程中操作人

员直接接触溶剂汽油 , 无任何防护措施 , 导致这次操作人员

集中发生职业损害。因此建议:(1)卫生部门加大对此类企

业的监管力度 , 督促和协助企业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2)

卫生部第 23号令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附件 1职业健康

检查项目及周期规定 , 接触溶剂汽油工人在岗期间检查项目

神经肌电图为选检项目。通过本事件可见 , 神经肌电图异常

有可能先于症状出现 , 建议从预防角度考虑 , 将神经肌电图

检查作为在岗职业健康检查的必检项目。 (3)职工要加强职

业卫生知识学习 , 增强法制意识 , 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 , 同

时加强内部管理 , 强化企业自律 , 自觉依法落实相关措施 ,

提供安全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 , 切实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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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乡镇铅中毒事件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 分析

了儿童铅中毒原因和自觉症状 , 血铅与微量元素 、 尿铅 、 ZPP

等相关关系 , 提出只要正确处理 , 铅中毒原则上可以治愈 ,

且不留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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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郊区一乡镇由于铅冶炼厂污染 , 造成铅厂周围村民 ,

特别是儿童铅中毒事件。 现将此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报告如

下。

1　一般资料

某市郊区一乡镇 3个相连的自然村 , 沿西北向东南走向

的山沟分布。在其中一个村对面约 400 m处有一个铅冶炼厂 ,

采用烧结工艺生产粗铅 , 年产量数十万吨。经环保部门检测

铅厂周围空气 、 土壤 、 植物铅含量均超标。 2005年少数村民

自觉有神经系统 、 消化系统症状 , 经检查发铅增高 , 而引发

铅中毒事件的发生。我院受当地政府的邀请 , 前往参与此事

件的调查处理。

2　调查处理结果

2.1　对象和方法

对环保局监测认定污染范围在 500 m以内的自然村庄居

民进行血铅普查 , 样品为人末梢血 , 采用仪器为钨舟原子吸

收光谱仪。在筛查的基础上对部分铅超标村民同时进行血微

量元素 、 血锌原卟啉 (ZPP)等检测。 共检测村民 1 289人

(男 623人 , 女 666人), 年龄 4个月 ～ 65岁 , 其中 16岁以下

儿童 540人 (男 272人 , 女 268人)。

2.2　结果

2.2.1　血铅检测情况　按照卫生部颁发的 《儿童高铅血症

和铅中毒分级和处理原则(试行)》[卫妇社发(2006)51号 ]和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GBZ37— 2002)的要求 , 在普

查的基础上 , 我们对疑似铅中毒病人进行静脉血铅检测 , 其

中一次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最后确诊。 16岁以下儿

童共检出血铅增高 527人 , 检出率为 97.6%;17岁以上成人 ,

血铅高于 600 μg/L仅 2人 , 检出率为 0.27%。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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