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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海底铁路建设中的减压病

— 工作条件与发病关系探讨

吴植恩
*

冯承忠
. *

吴家伟
* *

扭 共 本文介绍香港九龙海底铁路建设中高气压作业与减压病发病情况
。

该工程有11 条坑道
,

共计2 5 9 4姆

个高压工作 日
,

减压 2 8 8 1 40 人次
,

发生减压病 1 5 34 例
。

根据不同的工作压力
,

以暴露次数
、

高压工作 日数及暴

礴 4 小时以上次数 3 种方法分别计算减压病发病率
。

结果表明
:

各种方法计算出的发病率都有随工作压 力 增高

而上升的趋势
,

说明现用的减压表对不同的工作压力达不到同样的预防效果
。

本文还对 3 大主要工种和 14 个小

工种的减 压病作了分析
。

关链词 隧道工 压缩空气 减压病

香悲九龙海底铁路的首期工程是 隧 道 开 在不同压力下的工作日数亦有记载
。

凿
。

为 了保持作业环境不致渗水
,

需要在高气 工地所用的减压表和施工现场用的压力计

压下施工
。

隧道开凿历时两年半 (1 ” 76 年 1”月 都用英制单位
“

磅 /时
’

表压 ( sP ig)
”

表示
,

sP呛
至 1 9 7 9年 了月 )

。

共使用 2 5 9 4 8 8个高压工作日
,

即正常大气压外的附加压强
,

本文仍用此单位

有 2 8 8 1 4 0人次减压
,

发生 1 5 3 4例减压病
。

( I PS i g
= 6 8

.

9 5毫巴 = 0
.

0 6 8 0 5大气压 )
。

材杆与方法 结 果

资料主要来 自工地医疗中心保存的1 5 3 4例 n 条坑道的高压施工时间和工作压力以及

减压病医疗记录
。

记载的项 目有
:

工种
、

发病 减压病发病率都不相同 (表 1 )
。

11 条坑道分

前高气压作业的 日期和班次
、

作业坑道工作压 布在 A
、

B
、

C 三条隧道中
。

A Z 坑道的工作压

和持续作业时间
,

及其它与发病有关的因素
。

力最低
,

最大加压数是 13 sP ig
,

施工历时 6

资料还来源于 n 条坑道的每周减 压 记 录 周
,

没有发生减压病
。

而 A 3 坑道最大加压数

表
。

该记录按工作压力分类
,

并把工作时间分 是 36 p is g
,

历时 96 周
,

发生减压病 1 06 5例
。

为 4 小时 以下及 4 小时以上 (含 4 小时 ) 者
。

说明发病率与坑道工作压力有关
。

表 1 港大铁路坑道工程中发生减压病的情况

坑道号 高压作业周数 最高加压数 ( PS ig ) 高压作业工作 日数 减压次数 减压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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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1 5 3 4例病例按工作压力与暴露 时 间 分

析
,

可看出只 15 例加压数低于 20 娜g( 1
.

O% ),

5 1例在 2 0~ 2 4ips g 之间 ( 3
.

3% )
,

其余 1 4 6 8

例加压数均在 2 4 isP g 以上 (弱
.

7 % )
。

加压

24 p is g 以下而暴露不到 4 小时者
,

未发现病

例
。

加压 2 4 那 ig 以上 (含 24 isP g) 而暴露

不到 4 小时者
,

有 34 个病例 (2
.

2 % )
。

压力

越 高
、

暴露时间越长
,

发病率也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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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 同的工作压力
,

分别计算暴露次数
、

劳动工作日数和暴露 4 小时以上 (含 4 小时 )

次数的减压病发病率
,

结果表明当压 力 越 高

时
, 3 种方法计算出的发病率越接近

。

但压力

加到 36 p is g时则例外
,

因在这种压力下
,

工

作时间从 8 小时减到 6 小时 (表 2 )
。

3 种计

算方法公式如下
:

暴 露 次 数 发 病 率 二 某工作压下发生的病例数
同一工作压下暴璐的总人次数

劳 动 工 作 日 数 发 病 率
二 某工作压下发生的病例数
同一工作压下 的劳 作日数沟劳动工难

暴露 4 小时以上次数发病率
= 某工作压下发生的病例数
同一工作压下暴露 4 小时以上的次数

裹 2 不同压力下减压病的发病率与一尽愉祝的关系

作业环境加 压数

( P s i g )

减 压 病 发 病 率

按暴璐人 次数计算 (% ) 按暴璐工作 日计算 (% ) 按暴璐 4小时 以上 的人次数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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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病率降低是 因为达到 36 p is g 时
,

工作时间从 8 小时减到 6 小时

总的来看
,

表 2 中各种工作压力的各种暴

露情况下减压病的发病率都低于 2 %
,

这是通

常容许的发病率限度
。

但按周分析 11 条坑道前

13 周的最大工作压力与发病率的关系
,

发现 A l

坑道第 7 周工作压增加 24 ~ 2 8P S ig 时
,

发病

率达2
.

5 6 %
,

在第1 2周维持在 3 2 P s ig 时
,

发

病率达到 2
.

68 %
。

A 3坑道一开始就用 32 p s咭

的压力
,

头两周的发病率 分 别 为 7
.

64 % 和

7
.

2 9%
。

A 6 坑道于第 9 周压力增加 5 3 P s i g

和 B 3 坑道第 5 周压力增加 2 8P s ig 时
,

发病

率分别为 2 46 %和 2
.

10 %
,

均超过 2 %的容许

限度
。

工种与减压病的关系
:

隧道掘进面作业 气

员 1 1 6 9人
,

发病 4 1 1人
,

发病人数占 35
.

1 6% ,

病例 9 19 例
,

占总病例的5 9 9 %
、

其它隧道职

工 7 7 4人
,

发病 2 66 人
,

发病人数为 34
.

” % ,

病例 5 72 例
,

占总病例的 34
.

37 %
。

隧道盟督员

人数不详
,

发病18 人
,

病例 43 例 (2
.

8 % )
。

掘进工与坑长 /领班的发病例数比例是 2
.

75 ; 1
,

这一 比值较掘进工与坑长 /领班 的人 数 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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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83 只 之值为低
,

说明班组长发病率高于掘

进工
。

其它隧道职工中
,

安装和焊接 工 发 病

18 5例
,

密封工 95 例
。

监督员中只发现工 程 监

督员发病
,

未发现安全监督员发病
。

其它与减压病发病有关的因素
:

病例中有

1 93 例是新参加高气压作业的工人 , 有 77 例中

断高气压作业至少 7 天 ,
有 33 例发病 前 曾 受

凉
;
有 47 例受累部位有过损伤 , 有 7例曾过度

使用四肢
;
有 26 例在一天内多次暴露 于 高 气

压 , 有 11 6 例直接出闸
,

未经减压舱减压 , 有

1 0例未遵守减压表规定减压
。

从病例分析看
,

掘进工夜班发病( 4 4 2例 )

比白班 ( 2 9 4例 ) 多
。

1 63 4 例减压病例实际发生在 6 95 名 高气

压作业职工中
,

只患一 次 减 压 病 的 3 45 名

(4 9
.

6% )
,

而患过 5 次或更多次减压病的有

7 2名 ( 1 0
.

4 % ) (表 3 )
。

衰 3 各工种减压病每人发病次橄
. . . . . . . . . . .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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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口 . . 口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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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遭掘进面工人

坑长 /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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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滋道工人

工怪师 /枪 查员

工 长

装配工 /电焊 工

2 3

18 Q

12

l 7

心翻ǹ,曰工工木电

压力脸看守工

密封工

司 机

放炮工

其他工种

陇道监督员

工程建设 监督 员

其他监督员

合 计 3 4 5 15 1 7 7 5 0 2 6 2 0 13 5 6 1 1 6 9 5

. . . . . . . . . . . . . . . .

讨 论

合理减压是预防减压病的最主要措施
。

高

压作业人员与潜水员由于作业时的环境气压和

操作时间不 同
,

所用的减压表也不同
。

目前英

国用 1 9 6 6年的 B lac k p oo l 减压表
“ ” ,

美国用

1 9 6 3年 3 班 t t l e 减压表
。

中国海军医学研究所

于 1 9弓O年也制订出高气压作业减压表
“ , 。

本文

资料使用香港标准
( , ,

为 B lac k p oo l减压表
。

根据施工过程 中的观察
,

施工气压下减压

病发病率
,

按暴露 次数
、

高压工作 日数及暴露

4 小时以上次数计算
,

都未超过 , % 的容许限

度
。

但按周计算某些坑道某一时期特别在压力

很高的情况下
,

发病率则 可能超过
。

这一现象

不能完全用快速减压出闸来解释
,

如 A l 坑道

基本采用快速减压出闸
,

但总发病率只占减压

次数的 0
.

7 % ; 也不能用不遵守减压表规则来

解释
,

因发现不守规则发病的只 10 例
。

这一现

象只能说明使用英国的 B lac 冲
o of 减压表不能

对各种压力下的工人达到同样满意的 保 护 作

用
。

采取两种方法应用 lB ac kP
o o l 减压表能获

得 良好的效果
。

第一
,

当工作压增加到 24 p幼g

时
,

新工人应先经过几天的适应然后 才 上 全



班
。

第二
,

当工作气压增加
1

36 p成君 时
,

把每

工作班的劳动时间从 8 小时改为 6 小时
。

虽然对某些与发病有关的因素进 行 了 分

析
,

除 决速减压出闸外
,

很难决定某种因素对

引起减压病起多大作用
。

对舰小时内多次暴露

的工人
,

以总的暴露时间和最后暴露压力作为

确定减压的依据
,

这样做既简单又安全
。

文中在工种与减压病关系 中提到坑 长 /领

班的发病率要高于工人
,

故对此要特别注意
。

关于快速减压出闸
,

有两个原因
:

第一是

有的坑道因没有地方放置减压脸
,

如A l 坑道
,

职工是从高压作业区经缓冲闸 (高压作业区与

外界正常压力之间的一个空间
,

工人出闸时要

在缓冲闸中停留一段时间
,

并在此较快地进行

减压 ) 而出闸
。

第二是设计欠佳
,

减压舱过分

拥挤
,

因此也有人快速减压出闸
。

因为法律规

定减压舱不能过分拥挤
,

但不限制快速减压出

舱
,

所以在减压中遵守法律规定而不遵守预防

法规
。

也有的工人走捷径
,

早出闸
。

这次观察

中
,

至少有 10 个病例不遵守减压表进行减压
。

这类事件虽很少
,

但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

得病工人中
,

有 72 名患病 5 次以上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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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多达 1 0次
,

1 名达 11 次
,

值得注意
。

通过对上述 1 5 3心例减压病的分析
,

说明 目

前还不可能完全防止减压病发生
,

因为还没有

一个理想的
、

可靠的减压表
。

要尽量避免不合

理减压
,

对容易引起减压病的各种因素加以注

意
,

对新工人或离职较久者加以照顾
,

把发病

率控制在 2 % 以下
。

(本文承陈炎磐教授审阅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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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矿工人
“
晚发

”
砂肺16 7例

江西省赣州地 区工业卫生研究所 陈葱芬 夏又洲

江 西 省 画 眉 坳 鸽矿 职 毛见 院 严 匡炳

钨矿机械午式作业时期
,

生产场所粉尘浓度高达

1叻。拍g /m
’ 以上

,

曾发生一大批典型的矽肺病例
,

发病工龄最短的仅半年
,

有一部分
“

快
”

型矽肺初诊

时已是
“

I
”

期或者 1 年左右即进级 , 另有部分工人

在脱离粉尘作业 (以下简称离尘 ) 后发病
,

称晚发性

矽肺或离尘后尘肺
。

现介绍江西省画眉坳钨矿总接尘

人数 4 5 00 人
,
尘肺病例约 1 4 0 0 例

,

脱离粉尘 3 年以
产

:

上
。

经查有 1 次以上为 O或O+ ,
而后发生矽 肺 的 有

16 7 例
。

其中以手锤工最多
,

87例
,

占52
.

1 % ; 爆血

工最少
,

仅 8 例
,

占 4
.

8 %
。

本组病例平均 年 龄 为

47 声岁 〔最小 3 `岁
,

最大71 岁 ) ,
平均累计接尘年限

为 1 1
。

4年 (最短 2
.

1 年
,

最长 21 年 ) , 从接尘室发农
、

平均年限为 27
.

。年 (最短 l d年
,

最长肠年 )
,

8右% 以

上集中在 20 一 29 年之间 , 离尘至发病平均1 4
.

5年 (最

短 3 年
,

最长 29 年 )
,

近 80 %在离尘 8 ~ 22 年 间 发

病
。

以上各工种间无大差异
。

全部 16 7 例X 线瑕现为不规则小阴影与类圆形小

阴影同时存在
。

类圆形小阴影集中分布于两中下肺区

者占绝大多数
,

计 12 8 例
,

不规则小阴影则半数为称

漫分布
,

限于两中下者约三分之一
,

小阴影形态除 1

例外
,

全为 s声或p
、

q
。

合并肺气肿34 例
,

占2 0
.

4 % .

肺结核 13 例
,

占 7
.

8 夕̀
多

肺癌 1例
,

占。
.

6 %
, 有脚膜

增厚 1 5 例
,

占 9
.

0 % , 淋巴结蛋壳样钙化 5 例
,

占
3

.

。吓
。

死亡 7 例
,

病亡率 4
.

2%
,

死于肺绪核 2 例
,

肺痛
、

胃启
、

脑瘤及稗死各 1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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