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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职业医学研究成果点滴

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顾祖维

近年来苏联在劳动卫生工作中流行病学 研究日益

增多
。

重点研究职业因素对肿瘤
、

心血管疾病和先天

性畸形的影响
。

据 19 59~8 1 9 3年莫斯科和莫斯科省的

资料表明
,
尘肺患者各种疾病死亡的相对危险度为

:

心血管疾病。 .

8 , 恶性肿瘤男性30 ~ 39岁年龄组 8
.

9,

女性 4 0~ ` ,岁年龄组 3
.

4 , 肺结核男 25
.

5一 女 75
.

5 ,

非特异性肺部疾病男 2 9
.

3 , 女 6
.

7
。

对患过铅
、

汞和二硫化碳中毒者随访发现他们的

死亡率不比对照人群高 , 说明及时停止接触毒物 , 给

予相应的治疗等措施是有效的
。

罗渐 托 夫 省 1 9 8 1~

19 84 年石墨制件工人发病资料表明 , 接触多环芳烃浓

度超过最高容许浓度时 , 患喉痛和肺癌的相对危险度

为 1
。

2
, P < 0

.

0 5
0

1 9了5~ 1 9 8 2年出生缺陷病例对照分析表明 , 母亲

接触化学物质的相对危险度为 8
。

6’ 父亲接触辐射 源

为 9
.

1, 移居至莫斯科大城市不到 5年者为 6
.

8
。

后者

表明对大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也可能是出生缺陷的病因

之一
。

对农村地区从事甜菜生产和家畜何养的妇女调

查表明
,

在绝经年龄
、

卵巢功能活动期 (绝经年龄减初

潮年龄 )
、

自发性流产率 (此在农村妇女中有增高趋

势达 1 4
.

5~ 1 5
.

8% )
、

新生儿外观崎形率与对照组均无

明显差别 ; 工龄 20 年以上者 , 生殖系统肿瘤发生率与

对照组也无差别
,

智力发育不良的学龄儿童 , 甜菜农

子女为 0
.

5%
,

饲养员子女为。
.

了%
,

对照组为。 .

6%
。

近 10 多年来 , 苏联在高温与毒物的联合作用方面

进行了大量研究
,

发现 乙醇
、

苯
、

硝基苯和一氧化碳

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体温调节的生理或生化的机制 , 可

促使机体发生过热
,
从而增强联合作用的生物效应

。

有人提出
.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受试动物的体温 , 产生

机体过热现象 , 创造毒物吸收
、

分布
、

排出及其作用

的新的条件
,
才能改变毒物毒性 , 如果体温调节无障

碍 , 则毒物的作用不会改变
。

故在实际工作中 , 存在

使工人上班期间发生过热的条件时 , 毒物的最高容许

浓度应考虑降低
。

以往认为接近最高容许浓度卞限的

毒物之间多数表现为相加作用 , 并提出了两种或两种

以上毒物同时存在时 , 若无联合作用特征的资料 , 则

以相加作用对待
。

近年研究表明
,

仅作用性质或 (和 )

作用机制相同的毒物 , 才符合上述规律
。

目前有足够

证据的只包括具有麻醉和刺激作用的毒物
。

因此在许

多情况下
,
几种毒物同时存在时 , 最高容许浓度不必

都用相加作用的公式加以校正
。

制订车间空气中有害

物质最高容许浓度的研究在苏联一直很受重视
。

苏联

学者认为 , 制订致癌
、

致突变物的最高容许浓度不但

需要而且可能
。

最近提出氯乙烯的最高容许浓度
:

最

高上限浓度为 l m g /m , ,

班平均浓度为 。 .

l m g /m ,.

妇女对有些毒物的敏感性比男性高 , 特别是妇女

对铅的敏感性增高 , 已成为西方学者提出按性别分别

制定最高容许浓度的依据
。

但苏联学者认为
,
这种办

法不现实
,

毒物不象局部振动可局限于某工作岗位 ,

因此应按最敏感的性别为依据 , 制订车间空气中毒物

的统一卫生标准
。

用经验公式估算车间空气中的初步

安全作用值
, 已成为快速制订卫生标准的重要手段之

一 , 至今已提出适用于各类化学物的相应回归方程 60

余种 , 在我国是否都适用 , 有待研究
。

苏联在判断毒物有害作用的标准方面也有一定的

进展
。

苏联学者根据毒物动力学与其他观察指标的平

行研究结果指出 , 引起毒物及其代谢产物排出及代谢

强度改变的毒物浓度是有害作用浓度
,

但在判断有害

作用时必须考虑各观察指标的正常生理波动范围
,

例

如血液 p H值波动大于 土 2个标准差意味着机体死亡 ,

而对于甲状腺吸碘率来说 , 这是常见的生理现象 , 因

此判断标准应以指标而异
。

苏联在退休职工劳动能力的调查
、

老年人劳动卫

生和医务工作者的劳动卫生等方面都正在进行大量工

作 , 而在我国基本上属于空白点
。

当心
“

锡壶
”

盛酒致铅中毒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陈敏珍

用含铅量很高的
“
锡壶

”
盛酒 , 饮 用后引起铅中毒

的病例颇多
。

2 年中某地区发生 2 千余人次
,

其中农民

占97%
。

铅中毒主要症状为急性腹痛
, 就医时常常误

诊为阑尾炎
、

胆囊炎
、

胃穿孔等
。

我们抽样检查
“

锡

壶
” , 铅含量达 4 8

.

5~ 97
.

2% , 平均为 7 9
。

l沁 , 此多

系不法手工业者以铅代锡制造的
“

锡壶
’ , 其引起的

铅中毒发病率及中毒程度均远超过职业性铅中毒 , 且

影响妇女
、

儿童及胎儿的健康
。

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

措施 , 严惩不法制造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