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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接尘量对船厂焊工肺功能的影响

中华造船厂 卫 生科 庄惠民 吕成园 陆爱珍 李 洁 沈 翔

以内
,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在 。 .

5产m左右的微 尘
,

在

空气中长期浮游
,

造成人体的危害
。

二
、

把 98 名电焊工人按接尘量大小分组
,

计算各

组肺功能实测值占预计值百分比均数
,

并与对照组 58

名丁人 (接尘量为零 ) 数值进行比较
, 以 T L C

、

F V C

F E V I
. 。
和M V V 4 项指标为代表作 图

,

结果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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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船厂电焊工人肺功能与累计接尘量关系进

行了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电焊烟尘浓度由本厂 1 9 8 4~ 19 86 年船台定点采样

所测定的数据中获得
,

并逐个核对焊工职业史
。

累计

接尘量
,

以接触电焊烟尘后各工种工作时间 (以年为

单位 ) 和该工种工作点焊尘浓度 (功g /m
, )之积表示

,

单位为毫克
·

年
。

利用直线相关回归卫生统计分析法
,

把获得影响

肺功能指标的累计接尘量作为自变量
,

常规肺功能 9

项指标测定值作为因变量
,

计算列出回归方程式
。

结果与分析

一
、

焊尘浓度测定结果 (见表 1 )
。

表 1 不同作业点娜尘浓度洲定结果 (m g /斑 , )

目定部位 样品数 几何均数 标准差 范 围

0
.

6 7~ 7 6 8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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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怪内勺汁̀
月`̀n甘介亡内了吹叨,U船 台组装大合拢

船合组装 中合拢

船 台组装小合拢

2 3
.

6 2 9

9
.

42 1

4 6 5 6

勺̀如山勺白内O勺曰通
ó

从表 1 测定结果表明焊尘危害最大的是船台大合

拢焊工
,

工人在狭小舱室工作时焊尘浓度 最 高 可 达

76 8
.

6 111 9 /m
, ,

这些焊尘的微粒
,

其分散度很大
,

其

中7 3
.

5~ 8 1
.

5%在 2产m以下
,

1 2一 l a
.

5%在 2一峨产m

一

从图 1 中可见
:
肺功能各项值在累计 接 尘 小 于

10 。毫克
·

年处已开始下降
,

并随接生量增大
,

除 T L C

略有轻度升高以外
,

其余指标均逐渐下降
。

三
、

按表 1 计算出的各工作点焊尘几何均数
,

算

出每名工人实际焊尘接触量
,

在此基础上逐项分析肺

功能指标变化同焊 尘接触量之间的关系
,

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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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分析结果说明
,

肺功能指标的变化
,

与焊尘累

计接尘量之间有不同程度的相关
,
而且都具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 ( P < O
, 。1) 和 ( P < 0

.

。。幻 `根据表 2的直线回

归方程式
,

我们 又大致可推算出焊工接尘若千年后
,

焊工肺功能姆害情况
,

结孚见表 3
。

表 5 达到一定粉尘接胜 t 后肺功能指标变化愉况推算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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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统计结果表明
,

接尘量的增加而加重
。

四
、

选用肺功能F E V I .

检出情况 (见表 4 )
。

焊工肺功能的损害随累计

.
分析吸烟与不吸烟异 常

斑 4

组 别

吸烟与不吸月F E V I . 。
异常位出情况

.

吸 烟 不吸烟

对服组

观察组 (焊工 》

3 ( 3 8 )幽

3 6 ( 5 8 )

0 ( 2 0)

2 3 ( 4 0)

说明
:

吸烟在两组 中异常检 出率明显增离 ( p < 0
.

0 1)

. 指实翻值占预计值 < 8 0%

. 括弧内实际吸烟或非吸烟人数
。
括弧外为 F’ E V

1
. 。

异常检 出人数
。

表 4 结果表明
,

吸烟的接尘焊工较吸烟的对照组

人群 P E V I二异常检出 , 统计学处理有非常显著性 意

义 (义
: = 2 7

.

9 6 ) P ( 0
.

0 1
. 。

讨 论

船厂电焊作业环境复杂
,

其特点是
:

舱 室 作 业

多
,

手弧电焊多
,

碱性焊条多
,

工作量大
。

船体由分

段到组装仅留出入人孔的密闭舱室内全赖手弧电焊焊

接而成
,

其焊尘浓度最高达 76 8
.

6 m g / m 气超过 国 家

标准 76 倍
,

长期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可致电焊工尘肺
。

本文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焊工肺功能的损害随累计接尘

量的增加而加重
,

粗略地显示 了接尘与肺功能之间的

接触水平
一

反应关系
,

这与文献报道的电焊工尘肺病理

基础相吻合 `几’ . , 。

根据表 3 的推算结果
,

若 目前劳

动条件不改善
.

随接尘时间延长
,

焊尘接触量渐增
,

工

人呼吸功能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也将直接威胁

到新工人 的健康
。

因此定期做好焊工肺通气功能的检

查
,

早期发现呼吸功能损害
,

对预防尘肺是十分重要

的
。

在吸烟习惯不同的比较中
,

表 4 的统计表明
,

不

吸烟的对照组和不吸烟的观察组肺功能差异应归咎于

接触焊尘
。

见不吸烟观察组作业工人F EV : . 。
异常检

出率比对照组明显增高 〔P < 。 .

01)
。

吸 烟 的观 察 组

和吸姗的对照组间肺功能差异同样归替于接触焊尘
,

见吸烟接触组工人F EV I二 异常检出率明显高于吸烟

对照人群 ( P < 0
.

0 1 )
。

吸烟接触工人和不吸烟对 照 组

人群间肺功能差异应归咎于焊尘和吸烟的联合作用
。

由此认为
,

在做好焊工劳动保护的同时
,

劝阻接尘工

人戒烟对预防尘肺
、

减轻肺功能损害也是 极 其 重 要

的
。

(本文承蒙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职业病科倪为

民主任审阅
、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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