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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N T 作业工人慢性肝脏损害的探讨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 生职业病研究所

魏祥云 路家瑛 张树丛 李德鸿 周安寿 贾俊华 张金松

蛇里化工厂 赵 明

为了解我国NT
T 作业工人

、
漫性肝脏损害的情况

,

风排毒设备屯工人每 日 8 刁
、
时两班工作制

。

每 日更换

我们对某化工厂 TN T 作业工人进行了健康检查
。

工作服
,

有淋洛
。

一
、

理场润奋 1 98 2年以前
,

车间空气中 T N T 浓度明显超过国

该厂位于山谷中
。

用 11 % T N T加 85 % 硝按掺适 家最高容许浓度 l m g/ m , 。

1 98 2年工艺改革后
,

车

盈木粉混磨过筛后包装出厂
。

仅装药及包装部分有通 间空气中 T N T 浓度明显下降 (见下图 ) 。

T N T 浓度

(m g / m , )

i
。

混料机 出料 口 2
.

筛药室机旁 3
.

装药室机旁 4
.

配药室配料旁 5
.

球磨机旁 6
.

包装室中央热合机旁

车间空气中 T N T浓度 (m g /m
3 )变化

二
、

. 康检查 3
.

检查结果
: T N T 接触组工人以神经衰弱综

1
。

对象
:
以该厂 140 名 T N T 作业工人为观察对 合症及消化系统症状多见 (见下表 ) ,

但前者一般不

象 (其中在岗工人的名
,

余 50 人已调离 T N T作业 1~ 严重
。

20年不等 )
。

男 1“ 人 ,

女 26 人
。

年龄 21 ~ 59岁
,

平 体检肝肿大系指肝在右肋下。 .

5 lC l l 以上 , 脾肿大

均 38
。

7岁
。

工龄最短 1个月
,

.

最长29 年
,

平均 1 2
.

4 系指脾肋下们及者多 此次体检肝
、

脾肿大共 46 人
,

肝

年
。

19 8 2年前到该车间的工人占70
.

了%
。

另选健康献 肿大检出率为32
.

1%
。

肝大范围 。 .

5~ 3
.

O
mC

。

血员50 名作为正常对照组 , 选急性传 染 性肝 炎患者 眼科检查
:

受检 130 人中
,

T N T 白内障 73 人

别止 T ( 3 GP T ) 40 声以上者 49 名作为肝炎对照组
。

(56
.

2% ) ,

白内障观察对象 13 人 ( 10 % )
。

73 名患者

2
.

检查项目和方法
: ( l )

’

对观察对象询问了 中
,

肝大者 26 人 ( 35
.

6% )
。
T N T白内障的严重情况与

职业史
、

病史和症状
,

并作内科
、

眼科检查及一般血 肝大程度不呈平行关系
。

常规化验
。

( 2 ) 取清晨空腹静脉血测定 S A L T
、

三
、

化脸检查

S八S T
、

L D H同功酶及血清铜蓝蛋白
,

观察对象还作 1
.

血常规
:

3 人 H b 60 ~ 90 留L
,
13 人 W B C

了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标志物测定
。

2
.

6 x 10, ~ 3
.

O x l。 ,/ L
,

余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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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T作业工人症状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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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1
。

38 1 1 7
。

1 2
。

0 1
.

710
。

0 2
。

1 19
。

8 2 3
。

6 1 3
。

6 2 3
。

9 2
. 1 3

。
6 8 5

。

0 1 1
。

41 7
.

9 1 4
。

2 38
。

6 0
。

7 4
。

30
.

7

头痛一韶一 5.检数一 0一
,o以月一“一%受人一14一,

2
.

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检查
: 140 名 工 人 中

H B叭 g ( + )者 I G人
,

抗 一 H B S ( + )者5 6人
,

杭 一 HB C

( + ) 者82 人
。

以上各 项
,

指标
,
可交叉出现

,

其中至

少一项阳性者共 100 人 ( 70
。
9% )

。

3
.

生化指标的检测
:

S A LT
:
用赖氏法

。

正常值为 3 5产 以下 , TN T 接

触组 S A L T > 35 产 者共 20 人 (1 4
.

3% )
,

最高值达

9 5
.

7产
。

S A S T :
采用赖氏法

。

正常值 < 30 产/ L
。

TN T 接

触组与正常对照组间无明显差别
,

但肝炎对照组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及 T N T接触组 ( P < 。
.

0 00 1 )
。

L D H 同功酶
:
采用聚丙烯 酞 胺凝胶圆盘电泳

法 。 〕 ,

略加修改
。

T N T接触组 L D H I 、

L D H : 明显低

于正常对照组及肝炎对照组 ( P < 0
.

0 0 01 )
,

而 L D H 3

和 L D H 4均高于两个对照组 ( P < 。 .

000 1) , T N T接

触组中有 n 4人 ( 8 8
.

0% ) L D H :
高于正常对照组 的

平均值
,

86 人 (6 6
.

2% )高于肝炎对照组的平均值
。

经

统计学处理
,

T N T接触组 L D H
,
与正常对照组及肝

炎对照组有明显差别 ( P < 0
.

00 01 )
,

正常对照组与肝

炎对照组也有明显差异 ( P < 0
.

0 0 0 1 )
。

血清铜蓝蛋白
:

采用 S u n d e ” 11a n法 ` 3 , , 稍加以

修改
。

正常平均值为 2 1 2 士 4
.

43产
。

T N T 接触组铜蓝

蛋白明显低于两个对照组 《P < 。 .

o 00 D
。

四
、

讨 论
1

.

该厂 T N T 车 间工人的乙肝标志物检出率明

显高于一般城市的人群
。

表明该车间工人中有 乙型肝

炎史
。

或现患乙型肝炎
,

或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比例

较高
,

给诊断与鉴别诊断带来困难
。

2
.

该厂工人肝大。。

SO n l以上检出率达 32
.

1%
,

T N T 白内障总检出率达幼
。
2%

,

虽未见诊断肯定的

再生不 良性贫血患者
,

但根据一次血化验结果
,

仍有

少数H b及W B C减少者
。

肝脏双重损害的可能性既有

乙肝病毒感染
,

也有 TN T的毒害
,

一时难以确定
。

因

此寻找敏感而特异的诊断指标是必要的
。

3
.

血清酶的改变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

肝脏受摄时
,

血清学的改变

往往出现在形态学改变之前
,

有人用 CC 1’ 注射在家

兔腹腔内
,

造成实验性肝损伤
,

在注射 6 小时后
,

虽

然肝小叶和肝细胞中看不出病理形态学改变
,

但血清

L D H , 已增高 , 而注射 12 小时后才能看到肝小叶和肝

细胞的部分形态学改变 ` s ’ 。 , 。

也有人认为肝细跑损

伤时
,

血清L D H
。
的增高比 S A L T 及 S A另T 更为敏

感 ` , 〕 。

延边医学院 ` 2 〕 对接触 T N T作业工人的血清

1刀 H同功酶进行了观察
,

发现接触 T N T三个月的工

人
,
血清L D H Z和 L D H 3均低于健康对照者

,

而 L D H 4

和 L D H 。
均高于健康对照者

。

因此认为 L D H 同功酶

的测定
,

对 T N T 中毒的早期诊断是有价值的
。

我们

观察到T N T作业工人血清L D H I 、

L D H : 均低于正常

对照组及肝炎 对 照 组 ( P < 。 .

。。。 1)
,

而 L D H 3 、

L D H `及 L D H S

均高于两个对照 组 (P < 。 . 。。0 1) ; 特

别是L D H
,
的变化较为突出

,

因此值得重视
。

我们对

接触 T N T
、

乙肝病毒感染标志 物检查阴性
,

但肝大的

6 名 T N T作业工人测定了 L D H同功酶
,

结果 L D H I 、

L D H : 仍低于两 个对照组
,

而 L D H 3 、

L D H ` 及

DL
H 。
仍高净对照组

,

这种变化似与接触 T N T有关
。

4
.

血清铜蓝蛋白的变化
:

北京医科大学发现 T N T 作业工人血清铜蓝蛋白

明显低于对照组 (P < 。 .

05 )
,

认为 这种现象的出现可

能由于体内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发生
,

导致了血清铜蓝

蛋白的消耗
。

我们 观察结果表明 T N T 接触组血清铜

蓝蛋白不仅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

也明显低于肝炎对

照组
。

说明这项指标也是值得研究的
。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郭亚英
、

周晓燕同志
,

特此

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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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

P l应在 100 以下
,

当 P l值大于 10 。时
,

认为群体

接触超过闭限值
。

应该指出
,

当有足够资料表明某两两

个 (或以上 ) 毒物的相互作用呈无关作用 (即联合产

生的作用与其中毒性效应最强的成分所起的 作 用 相

等
,

而其他所有成分与该成分之间却不发生相加
、

增

强或减弱的作用 ) 时
,

则必须当C l
/T

l 或C Z
/ T 2’

二

中

至少有一项的比值大于 1
,

才可 以认为是超限
。

四
、

应用举例

某涂料化工厂 1
、
2车间生产格黄等颜料

,

主要接

触铅烟
、

铅尘
、

六价铬化物和盆氧化物等毒物
,

涉及

六个工段的11 5名工人
。

按化工健康监护接触控制的

要求
,

对 1 98 6年区域监测资料进行处理得到表 1 的左

半部分
。

以点合格率判定劳动环境等级 ( 85 % 以上为

1 级
、

7 0一 8 5%为 2级
、

5 0~ 70%为 3级
,

5 0% 以下为

4 级 )
,

全厂各车间工段的铅
、

铬作业点 均 为 4 级

(差 )
,

而氮氧化物作业点为 l 级 (优 )
。

综合评定

结果除 l 车间 2工段劳动环境为 3 级 (中 ) 外
,

余均

4 级 (差 )
。

表明该厂劳动环境亚待治理
,

铅烟
、

铅

尘和铬化物均为重点
,

工厂钡导对这一结论感到重点

太多
,

无从下手
。

进一步按接触控制要求对两个车间接毒工人逐个

进行个体接触评定
,

并进而作群体接触评定
,

结果示

于表 l 右半部分
。

以个体合格率判定群体接 触 等 级

( 9 5% 以上为 1 级
、

8 0一 95%为 2级
、

6 0一 80%为 3

级
,

60 % 以下为 4 级 )
,

除 1 车间 1 工段铅作业为 4

级 (差 ) 外
,

余均在中上水平
。

1 车间 2工段和 2车间

4 工段的铅烟作业甚至达到 1 级 (优 )的水平
。

这主要

由于劳动工时组合和工人接触频度等因素造成
,
虽劳

动环境中毒物浓度高
,

而工人实际接触却甚轻
。

联系

医学检查资料
,

发现这些群体的铅中毒发病很少也可

证明
。

为观察某些工人同时接触两种 以上毒物的联合

影响
,

可参见群体接触指数 ( P l)
。

表 1 下半部分示 1 车

间 1 工段的P l最大
,

为 38 2
.
6 (表明按毒物相加作用

计算接触量超过标准近 3 倍 ) ,

而其余工段均无显著

超标
。

.

综合以上评定结果
,

可 以认为该厂 1
、

2车间毒物危

害主要是铅尘和铬化物
,

应以 1 车间 1 工段作为防治

重点
。

以上报告通知厂方后
,

厂长认为防有方向
、

治

有重点
,

确实能促进工 理控制
。

由于化工健康监护试

点工作时间较短
,

剂量
一
反应关系分析和纵向观察研

究正在进行中
。

(作者系化工部健康监护技术指导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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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因
、

临床表现
、

诊断和防治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外
,

着重从临床角度介绍与职业性
、

环境性危害因素有关的皮 肤

病
。

可供职业病科
、

皮肤科临床医师
、

预防医学工作者及厂矿 医务人员参考
。

本书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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