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功能
:

锦铁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

肺功能 8 项

指标中除 V , 。
/ V : :

外
,

vc
、

F E vl
. 。 、

M M E F 有显

著差异或非常显著差异
。

而攀钥钒尘组
、

钒烟组与对

照组比较
,

各项指标无显著差异
。

胸部 X线表现
:

锦铁观察组可见肺纹理增多
、

增

粗和变形
,

部分病例见肺内有小阴影
。

攀钢 钒 尘 组

30 例
、

钒烟组 42 例
、

对照组 49 例均未见胸部有 X线异

常表现
。

讨 论

1
。

空气钒与尿钒的关系
:
正常人尿钒含量各家

报道不一
,

日本臼谷和西 山分别报道为 6
.

0 士 5
.

6鸿 / L

及 4
.

3 士 0
.

了鸿 / L
,

北医三院为 12 产g / L
。

职业性钒接

触者尿钒含量
,

由于接触时间
、

环境中毒物的浓度及

个体因素不同
,

其差异较大
,

检测尿钒大致可以了解

接触钒的浓度及钒在体内蓄积情况
。

本文调查的 3个钒接触组
,

钒环境浓度差别很大
,

尿钒含量也相差悬殊
,

证明尿钒含量与钒环境浓度相

关
。

值得注意的是攀钢钒烟组空气中钒浓度低于国家

卫生标准 ( 0
.

0 0 1~ o
.

o s Zm g / m 3 )平均 o
.

0 1 6m g /m , ,

尿钒平均 1
.

4鸿g/ 肌醉
,

虽然低于正常人尿钒
,

但比

对照组明显增高
,

二者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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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钒对上呼吸道及胸部的影 响
: D位 fon 予

1 9 1 1年首次报道了职业性钒中毒的临床表现
,

突出的

症状是鼻
、

眼
、

咽及支气管刺激症状
,

咳嗽
,

咳血
,

肺高度充血等
。

以后国内外报道多篇
,

均观察到有不

同程度的呼吸道症状
,

其严重程度与接触程度有关
。

本文调查的 3 组接触钒的工人
,

锦铁钒铁车间为

钒烟 ( V : O 。 ) ,

浓度高于国家卫生标准60 ~ 70 倍
。

攀

铭钒尘组空气中钒浓度虽然高于国家卫生标准
,

但次

于锦铁
,

且接触的为三价钒
,

钒烟组空气钒 ( V : 0 5) 浓

度很低
,

故 3 组的临床表现有明显差别
。

3
.

钒对胆固醇的影响
:
文献中提到钒接触者的

胆固醇水平较低
,

认为钒能降低血中胆固醇
,

并能将

主动脉中已有动脉硬化的胆固醇移走
,

抑制内源性胆

固醇的合成
,

它还能抑制青年人胆固醇合成
。

本文调

查的 3 组中锦铁组两组有明显差异 ( P < 0
.

0 2 5) ,

攀钢

的两组无明显差异
。

4
.

钒对肺功能的影响
:

文献认为 V : O 。 能使肺

通气功能降低的程度和吸入量有关
。

锦铁厂空气 V I O ,

浓度为 6~ 7m g / m
3 ,

工作 8 小时即可引起肺通气功能

明显降低 , 攀钢钒烟组空气 V Z O , 浓度低
,

钒尘组浓

度虽高
,

但为三价钒
,

其肺功能未受明显影响
。

T N T作业工人眼晶状体损伤的调查
福建省三 明市职业病防治院 张莉莉 王建平 徐月河

福建省永安化工 厂 医 务 所 郑国从

三硝基甲苯 ( T N乃能引起眼晶状体中毒性白内障

已被确认
。

我们于 1 9母了年 8 月对某化工厂 T N T作业工

人进行了调查
,

并将结果与1 9 7 7年我们在该厂调查的

结果相比较
,

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对象
:

本次对象为某化工厂从事T N T作业的

工人 2 0 6名 (其中男性1 69 人
,

女性 37 人 )
,

平均年龄为

3 5
.

, 岁 (范围 1 7~ 5 4岁 ) ,

平均工龄。
.

9年 (范围 1月

~ 26 年 )
。

其中有 33 人系已调离作业场所
。

同时选择

从未接触过T N T的其他人员 30 名 (男性 21 人
,

女性 9

人 )
,

平均年龄37
.

2岁 (范围23 ~ 48 岁 ) ,

平均工龄

议
.

5年 (范围 2 ~ 2 8年 ) 为对照组
。

二
、

方法
:

由专职眼科医师承担对以上 人 员 进

行检查
。

即在未散瞳前对被调查者做裸眼远
、

近视力

检查
,

然后用 1 %新福林散瞳
,

待瞳孔充分散大 (约

6 m m ) , 采用苏州产检眼镜对每个被调查者做眼晶状

体
、

玻瑞体
、

眼底视网膜检查
,

并以苏产 Y Z 一 SA型裂

隙灯显微镜对被检查人员的眼晶状体做10 个以上的光

学切面的检查
,

绘图记录晶状体混浊形态及部位
,

以

人为单位计算
,

诊断标准以 1 9 8 2年卫生部统一分期标

准为依据
,

并排除先天性及老年性白内障
。

与此同时

对该厂T N T作业车间进行现场空气中浓度的测定
。

结 果 分 析

一
、

现场测定结果
:

该广 1 9 7 7 ~ 1 98 7年对 T N T作业车间的T N T破碎
、

馄药
、

装药
、

包装等工序进行空气浓度测定 (表 1 )
。

二
、

T N T作业工人眼晶状体检查情况

1
.

本次调查 2 06 名作业工人
,

结果发现 73 人 患

有不同程度的T N T白内障
,

检出率为 3 5
.

4 4 %
,

与对

照组相比
, P < O

。

01
,

有极显著差异 (表 2 )
。

在73 例

阳性患者中有33 人系 已调离作业岗位
。

占阳性人数的

4 5
。

2 1%



中且工业医学杂志 1舫 9年绍琴卷第 1那

表 1 1 9 7 7二 1 9 8 7年 T N T 浓度浦定结果

时 间 (年 ) 侧定点 样本数 平均 浓度 ( m g / m勺范围 ( m g /砂 》

衰 5 未调离作典者不同工龄组

T N T白内份检出率比较

1 9 7 9

19 8 0

1 98 4

19 8 5

19 8 6

1 9 8 7

1人 2 5

人0 3

1 1
.

8 8

3
.

69

1
.

9 2

0
.

2 7

1
.

0 0 ~ 2 7
.

50

0
.

30 ~ 10
.

2 0

ō勺n.,0
0

.

9 5~ 2 1

.

8 5~ 10

7 9~

G S~

2
.

8 5

0
.

5 5

工 龄 受检人数 T N T 自内障人数 检 出率 ( % 》

< 1 7 0 0

1~ 7 3 0 0

5~ 3 7 5 1 3
.

5 1

10 ~ 8 2 2 5
.

0 0

1 5~ 2 2 1 4 6 3
.

64

2 0~ 2 6 1 9 7 3
.

0 8

表 2 作业组与对照组眼晶状体检查情况

受徐人数 T N T 自内障人数 枪出率 ( % )

作 业组 2 0 6 留 3民魂4

对 照组 3 Q 0 0

一
. . . . . . . . . . . . . . .

2
.

在 7 3例 T N T 白 内障患者 中
,

I 期者居首位

占6 0
.

2 7 %
,

其次分别为 I 期 2 7
.

3 9 % 和 I 期 12
。

3 3 %

(表 3 )
。

表 3 73 例 T N T白内障不同期数的构成比

期 数 例 教 构成比 ( % )

1 4 4 60
.

27

1 20 2 7
.

3 Q

1 9 1 2
.

3 3

合计 7 3 10 0
.

0 0

3
.

不同工龄组的 T N T 白内障检出率有随工龄的

增加而增高的倾向
,

以 20 年以上检出率最高
,

5 年以

下 目前尚未发现一 例阳性患者 (表 4
、

表 5 )
。

表 4 不同工龄组T N T白内陈检出率比较

工 龄 受检人数 T N T 白内障人数 检 出率 ( % 》

< 1 7 O Q

1~ 7 3 0 0

5 ~ 4 0 8 20
.

0 〕

10 ~ 20 14 7 0
.

0 0

1 6~ 3 3 2 5 7 5
.

7 6

2 0~ 3 3 2芍 7 8
.

7 8

合 计 2 0 6 7 3 3 5
.

4 4

合 计 1 73 4 0 2 3
.

12

农 6 73 例 T N T白内降患者视力减退分析

期 敬 人 数 视力减退 %

I

l

I

对照组

44

20

9

3 O

4 3
.

1 8

4 0
.

0 0

8 8
.

8 8.

2 6
.

6 6

* P < 0
.

0 5

三
、

T N T 白内障与视力减退的关系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加例 T N T 白内障患者中
,

远
、

近视力均低子 1
.

Q的有 35 人
,

占4 2
.

骆%
,

其中以 I 期患

者视力减退最高为 8 8
.

8 8%
,

与对照组相比
,

经统计

学处理: 2 二 3
.

85
,

P < 。
.

05
,

有显著差别 (表 6 )
。

讨 论

一
、

本次调查 2 0 6名作业工人
,

发现有73 人患有

T N T 白内障
,

而对照组 3 Q人中无 l 例阳性患者发现
,

统计学处理有雄显著的差异 (P < 0
.

01 )
,

说明T N T引

起白内障有较高的发生率
。

二
、

本次调查 20 6名作业工人
,

发现 T N T 白内障

7 3人
,

检出率为 3 5
.

44 写 , 在目前仍在作业岗位上 的

17 3名工人中
,

检出率为 23
.

12 %
。

而 1 9 7 7年我们 对 该

厂 1 34 名T N T作业者进行同样眼科检查发现有 111 名作

业者晶状体混浊
,

阳性率达 82
.

80 %
。

本次调查的检出

率较1 9 7 7年大为减低
,

这是由于该厂重视对 T N T 作

业工人的劳动保护改善生产环境的结果
。

三
、

本次调聋绩果表明
, 7 3

衅
N T 白

`

内障患者
,

均发生于 5 年以上的作业者
,

最低接触工龄为 了年
,

并

有随工龄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
。

面 6 年以下的接雄者

无 1 例阳性发现
。

可以认为 T N T 白内障的发病率除与

工龄有关外
,

还与工种及直接接触的剂量有密切关系
。

四
、

T加T 白内障在初期一般不影咆视力
,

这是 因

为晶状体泯浊的部位在周边部成环形混浊
,

但随工龄

增长
,

病变加重
,

晶状体瞳孔区内亦出现较 密 的 混

恤
,

终琢视力下降
。

本次调青发哪73 例 T N T 白内障患

者有 47
.

96 % 的患者视力下降
,

其中以耳期奉者视力下

降最高达 8 8
。

s a弱
,

与对职组担炜有显著差别
`

,

但尚未

见到因晶状体完全得浊而朱明的
,

与国内握道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