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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工人职业性皮肤病调查

河北省职业病防治所 程俊生 装 静 赵春香

河北省邯郸市印染厂 赵瑞国 温久泉 周濡林

染化业工人职业性皮肤病发病较多
。

为了探讨印 了职业性皮肤病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染工人职业性皮肤病发病情况及发病机理
,

为防治提 一
、

主要生产工艺及危杏

供科学依据
,

我们于 1 9 88年 4月至 9月对某印染厂进行 工艺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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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布 l 段主要在翻布时有少量棉尘 , 漂炼车间在

退浆
、

煮炼和漂白时工人接触酸
、

碱 和 氯 气 , 染 色

和印花车间主要接触染料及其中间体
,

同时 也 接 触

酸
、

碱
。

漂炼
、

染色
、

印花三车间温度较 高
,

可 达

40
O

c以上
,

相对湿度可达80 %以上 , 整理和 成 装 车

间
,

主要是成品
,

职业危害较少
。

二
、

调奋结果

1
.

发病情况
:
该厂漂炼

、

染色
、

印花
、

整理
、

成

装五个车间
,

65 5名生产工人中共有皮肤病患者 209 例

( 3 1
.

9% )
,

其中职业性皮肤病 1 3 0例 ( 1 9
.

85% ) ,

足癣

4 0 9例 ( 62
.

4 4% )
,

其他皮肤病 7 9例 ( 1 2
.

0 6% )
。

对照组

乳品厂 23 8名工人中足癣 51 例 ( 21
.

43 % ) ,

其他皮肤

病 20 例 (8
.

40 % )
。

接触组均显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P <

0
。
0 1 )

。

各车间发病情况
:

印花
、

染色
、

漂炼
、

成装
、

整理

车间的职业性皮肤病患病率依次为2 7
.

68%
、
2 5

. 。。%
、

扎
。

92 %
、

7
.

5%和 5
.

4 5%
。

职业性皮肤病患病率
,

随

年龄增长和工龄增长有上升趋势
。

2
。

皮肤损害
:
主要皮肤损害 (表 1)

。

(1 ) 接触性刺激性皮炎
:
患病率最高

,

主要发生

在漂炼车间
,

其次染色车间和印花车间
。

皮损多发生

在手背及前臂直接接触部位
,

呈散在红斑或 密 集 丘

疹
,

间有糜烂渗出
,

界限尚清
,

一般脱离接触2~ 3周

可愈
,

再度接触常引起复发
。

(2 ) 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

患病率次之
,

主要发生

在印花车间
,

其次是染色车间
。

皮损初发仅在接触部

位
,

有的可向周围扩散
,

严重时可波及全身
,

分布多

对称
,

皮损呈丘疹或斑丘疹
,

常呈湿疹样表现
,

自觉

搔痒
,

皮疹消退较慢
,

再接触少致敏物即复发
。

(3 ) 职业性角化过度
、

缀裂
:

共 2例
,

限于手掌
,

分别见于漂炼和染色车间
,

均因长期接触碱性物质引

起
。

(4 ) 黑变病
: 2例均为女性

,

都有皮炎病史
。

皮损

对称分布于面
、

颈及前臂暴露部位
,

以额
、

颧
、

颈部

表 1 各牢间职业性皮肤病种类及发病情况

检查 刺激性皮 炎 过敏性皮炎 职业性角化 过度狱裂 黑变病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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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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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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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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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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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

一例皮损呈片状
,

一例呈网状灰褐色色素斑
。

同时伴有乏力
、

头晕等全身症状
,

其中~ 例脱离接触

数年仍未见明显好转
。

3
。

皮肤斑贴实验
:
以1 0种可疑致敏染料先后经 46

只 300 一 40 09大白鼠与 10 例健康志愿者 〔无皮肤病史

及过敏史 ) 皮胶贴嗽试脸
,

确定斑试激发浓度
,

然后

对部分接触性过敏性皮炎患者与对照组作斑贴实验
。

结果 2%蓝盐 V B (N 一
对甲氧基苯

一
对氨基苯胺 )

、

色酚 (A S ) 原物 ( 2一段基
一 3蔡甲酞苯胺 )

、
2%活性

嫩黄 (咸单偶氮毗哇 )
、

2 %活性艳红 (属单偶 氮 )四种

染料
,

皮炎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显 著性差异 ( P < 0
.

05)

(表 2 )
。

表 2 斑贴试脸峭果

色酚 ( A S ) 原物 2 % 蓝盆V B水溶液 2 %活性嫩黄水琳液 2 %活性艳红水溶液 印地克素原物

观寮 阳性 观察 阳性 观察 阳性 观察 阳性 观察 阳性

例数 例数 率 ( % 》 例数 例数 率 (% ) 例数 例数 率( 乡̀ ) 例 数 例 数 率 (% ) 例数 例数 率 ( % )

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组

对照组

P

3 2 14 4 3
。

75

15 0 0

< 0 .

05

1 8 5 6
。 2 5

0 O

朽乙.匕no
``l

< 0
。

05

16 7 4 3
。

7 5

11 0 0

< 0
.

05

I Q 5 5 0
。

0 0

1 1 0 0

< O
。

05

硫化青原物 大红色基原物 黄破钠盆原物 士林蓝原物 分散大黄原物

观 察 阳性 观察 阳 性 观察 阳性 观察 阳性 观察 阳性

例数 例数 率 ( % ) 例数 例数 率 ( % ) 例 数 例数 率 (% ) 例数 例致 率《% ) 例 数 例数 率 (% )

万由斗

应Uo Onó斑吕,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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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0
。

0 0 12

0 8

3 3
。

3 3 9 3 33
。

3 3

> O
。
0 5 > 0

。

CS

2 4 0
。

0 0

0 0

> O
。

肠 > 0
。

05

. . . . . . . . .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裹 3 免疚球受白

例数
I四

X 上 S

烤 A I g M

X 士 S X 士 S

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对服组

P

3 1

15

1 8
。

2 47 7 士 5
。
6 1 5 4

1 5
。

0肠3 3 土 2
。
7马9 2

< 0
。
0 5

2
。
9 85 8 士 0

。
马24 1

2
。
2 9 a 3土 0

。
7 0 7 6

< 0
。
0 5

2
。
1 2 0 0 土O

。

6 95 9

1
。
7 6 6 7 士 0

。

1 7 36

> O
。

0 5

4
.

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
:

采用琼脂
一
扩散法侧定

31例接触性过敏性皮炎患者及 15 例对照组 工 人血 清

l g G
、

l g A
、

lg M
。

结果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组 与 对 照 组

相比
,

血清中 IgG
、

I gA 均值含量差异有显 著性 (P <

0
。
0 5 ) (表3 )

。

三
、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

印染厂生产工人皮肤病
、

职 业性

皮肤病患病率及足癣患病率都显著商于对照组
。

不同车间发病情况存在差异
,

皮肤病种类也不尽

相同
。

职业性皮肤病患病率以印花车间最高
,

其次是染

色车间和漂炼车间
,

而成装和整理车间则较低
。

漂炼

车间以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为主
,

而印花和染色车间除

有刺激性皮炎外
,

由染料及其中间体引起的过敬性接

触性皮炎也占一定比例
。

车间高温
、

高湿则为促进因

素 j ’ 。

今后应改进通风排气设施
,

采取综合防护 措

施
,

防止职业性皮肤病的发生
。

皮肤斑贴试验阳性率 > 40 % 的蓝 盐 V B
、

色酚

(A S )
、

活性嫩黄及活性艳红胭种染料属佣犯染料
,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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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机体致敏 ( 2一 ”
。

一般认为接触性过敏性皮炎属

于迟发型变态反应 (细胞免疫 )
。

本组皮炎患者血清免

疫球蛋白测定结果与对照组相比
,

IgG
、

堪A 含量有显

著性差异 ( P <泊
.

05 )
,

提示体液免疫可能在过敏性皮

炎的发病过程中起一定作用 〔 ` , 。

四
、

小结

调查表明印染工人职业性皮肤病患病率较高
,

主

要表现为接触性刺激性皮炎
、

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

其

发生与接触酸
、

碱和某些染料有关
。

斑贴试 验 表 明

2%蓝盐 V B ,

色酚 (A S )
, 2 %活性嫩黄及活性艳红

四种染料为主要致敏物
。

血清 lg G
、

l g A含量升高
,

提

示体液免疫可能在过敏性皮炎的发病过程中起一定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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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十种染料化学名称或结构式

(1 )色酚 (A S ) : (不溶性偶氮染料 )

学名
: 2 一经基

一
3
一

蔡甲酸苯胺

分子式
:
C

: ;
H : 3 0 : N

( 7 ) 分散大黄

化学属类
:

双偶氮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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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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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一

对甲氧基苯一对氮基苯胺

结构式
:

橄榄绿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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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印地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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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红色基 G (不溶性偶氮染料 )

学名
: 5一硝基

一

邻甲苯胺

分子式
: C , H s o : N :

( 4) 活性嫩黄 K
一 4G

化学属类
:

单偶氮毗哇染料

结构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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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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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黄酸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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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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