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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不同工助组息病悄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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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抓和碱工段祖性病息病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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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氯碱车间工人的慢性病总患病

率明显高于不接触氯碱的对照组工人
,

这说明氯碱生

产对工人健康确实具有影响
。

在 9 种常 见的慢 性 病

中
,

抓碱工人的慢性支气管炎
、

支 气管哮 喘
、

溃疡

病
、

过敏性皮肤病的患病率分别高于对照组
,

特别是

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增高最为突出
。

而且接触氯气的

工人则更明显
,

与碱工段工人进行比较也有明显的差

别
。

接触氯气工人慢性支气管炎与吸烟的关系
,

通过

此次分析未发现吸烟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非吸烟者
,

这说明氯气对呼吸道的长期慢性刺激是发生支气管炎

的主要因素
,

当然尚不能排除吸烟的附加影响
。

睛纶纤维对操作工人健康危害的调查

上海医科大学金 山医院职业病科 姚志冲

丙烯猜经聚合后形成睛纶纤维丝束
,

在腊纶丝束 一 般 倩 况

切断后纺成毛条的过程中
,

有纤维粉尘飞扬
,

通过呼吸 该车间以睛纶长丝束及毛型短纤维为原料
,

经加
, 道进入操作工人体内

。

作者对某脂纶厂毛条车间操作 工生产睛纶毛条 (聚丙烯睛 )
。

由于工艺不一样
,

分

工进行了调查
,

以观察睛纶纤维粉尘对呼吸系统及全 大毛条和小毛条两个部份
。

身的影响
。

简单工艺流程 ,

大毛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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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耍症状和体征比较

痛晕力眠闷悸急嗽痰头头乏失脚心气咳咳

内容与方法

一
、

生产环境调查 有机粉尘浓度
、

分散度及空

气中丙烯猜浓度侧定
。

用滤膜称量法
,

在各作业岗位共

采样品 71 只
。

丙烯睛用气相色谱法分析
,

最小检出量

为 0
.

5庄gL / m气

二
、

对象 从事接触睛纶纤维尘工龄在 10 年以上

的15 1名工人作为观察组
,

均为女性
。

另选平 时无粉

尘接触史商业服务人员 149 名女性为对照组
,

两组劳

动强度
、

经济条件
、

年龄均相近似
,

均无心肺疾患及

吸烟史
。

三
、

体格检查 包括 ( i ) 职业史 , ( 2 ) 自觉

症状
,

重点在呼吸系统 , ( 3 ) 常规 的内科 枪 查 ,

( 4 ) 血常规及肝功能检查 , ( 5 ) 非特异性酸性留

醉法 ( A N资卫 )标记 T淋巴细胞的计数
, ( 6 ) 接触组

肺功能测定
,

采用国产 L R 一 8 0 流速容量记录仪
,

项

目包括F V C / V C
,

F EV 订F V C
,

M B C
,

V 二“ ,
( 7 》

接触组 X线胸部摄片
。

结 果

一
、

睛纶纤维浓度测定结果
。

小毛条在拉断和再

翻处粉尘浓度均值在 10 rI 唱 /m
: 以上

,

其余各点都低

于 1 0m g /m , 。

二
、

分散度分析
。

大毛条粉尘在显微镜下呈顺牧

欲
,

少数针状
,

< 5产m 者各岗位不一
。

小毛条则呈针

形或针形和硕粒状棍合态
,

径长为 1
.

25 一 2
.

60 产m
,

其纤维长度在 5

脚以上者占56
.

4一 79
.

1%
。

三
、

车间空气中未检出丙烯精
。

四
、

主要症状和体征两组 比较
。

经统计学检验
,

仅主诉咽干痛及白细胞偏低 ( < 4 0 00/ 1 l l j n , )二者有非

常显著意义
。

五
、

非特异性酸性酿酶法 ( A N A E )标记 T淋巴细

胞的观察
。

观察组分析了 101 例
,

对照组分析了 205 例
,

结果阳性细胞百分率 分 别为 60
。
8 士 9

.

0% 和 72
.

9 士

5
。

5%
,

经统计学处理二者有显著差 别 (P < 。 .

05)
。

六
、

肺功能侧定结果
。

共测定 12 9名
,

其预期值

按上 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肺功能室应用的公式计算
,

再求实测值占预期值的百分比
。

发现有巧例呈轻度异

明 干 痛

月经 紊乱

红大搏胭肝早

白细血低

血红蛋白低

观察组 15 1人 对 照组 1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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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轻度限制性障碍者 5

例
,

阻塞性障碍者 4 例
,

混合性者 6 例
。

七
、

X线胸片检查结果
。

巧 1 例均进行了后前位

X线胸片检查
,

仅发现其中 5 例肺纹理增重
。

通过以上的作业环境粉尘侧定和工人体格检查
,

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

1
.

目前常用的分散度和重盆法侧定方法不能正

确评价比重较轻的腊纶纤维尘作业环境
。

2
.

通过体检与对照组比较
,

除咽干痛及白细胞

偏低外
,

其余无明显差别
。

3
.

用非特异性酸性酿醉法标记 T 淋巴细胞
,

结

果发现睛纶纤维尘接触者免疫功能改变先于临床症状

的出现
。

4
.

经胸部X线摄片和肺功能侧定
,

发现后者对

睛纶纤维尘接触者的肺部早期改变的检出似优于 X线

检查
。

(本工作得到本院放射科
、

肺功能室及总厂环保

所监测站协助
,

特此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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