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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才良告
`

转业坑道工砂肺24 例

湖南浏阳县卫生防疫站 谭西顺

19 27 年前分配在我县厂矿中的坑道作业工龄三个 本组矽肺具有接尘时间短 (。
.

4~ 6
.

8 年
,

平 均

月以上的24 名复退军人
,

在部队坑道作业前后无其他 3
.

8年 )
,

发病年龄轻 ( 27 ~ 盯岁
,

平均39
.

秽 )
,

脱

粉尘接触史
,

其中风钻工 20 名
,

炮爆工 4名
。

共检出矽肺 尘至确诊年限长 (0
.

6一 28 年
,

平均 17
.

7年 ) 等特点 ,

20 例 ( 8 3
.

3 3% ) :

I期 13 例
,

l 期5例
,

l 期 2例 , 可疑矽肺 为此
,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作者建议对

2例 (9
.

33 % )
。

首次诊断各期矽肺 12 例
:

I期6例
,

I期 5 转业坑道工应加强追踪观察
,

追踪年限可长到约年
,

例
,

I期 1例
。

其工种分布为
:
风钻工 16 例

,

炮爆工 4例
。

甚至 20 年以上
。

某味精厂急性硫化氢中毒8例报告

南充市卫生防疫站 罗永 强

本文报告南充市某味精厂
,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一 是
: ( 1) 操作工人加入硫化钠过量

,

底水中硫化钠水

起严重的急性 H , S 中毒事件
。

溶液较多 ; 同时
,

阀门泄漏
,

致使在加拱酸时产生高浓

中 毒 经 过 度的 H Z S气体逸出
,

这是直接原因
。

( 2) 通风设备发生

1 98 8年8月 24 日上午 9时 12 分
,

本市某味精厂精制 故障
,

从而造成现场空气中高浓度的H , S气体无法及

车间中和岗位在下熬酸时
,

发生高浓度 H : S 气体逸 时逸散
,

这是间接原因
。

( 3) 当事者缺乏基本的安全防

出
。

现场 8名作业工人立即嗅到强烈的恶臭味
,

随即出 毒急救知识
,

这也是导致多人急性中毒的原因之一
。

现中毒症状
,

经迅速救护后
,

7人脱险
,

1人现场死亡
。

3
.

监测结果
:
事故后

,

经定量分析中和桶内残

现场卫生学润查 留的硫含量高达 10 21克
,

大大超过工艺流程上 的 要

1
。

基本情况
:
该味精厂 的生产规模居四川同行 求

,

经推算及模拟试验
,

当时车间 内的 H : S 浓度可

业第三位
。

在味精生产工艺过程的精制车间中和岗位
·

高达 6。七m g/ m
3 以上

。

上需加一定量的硫化钠对半成品进行沉淀除铁
,

正常 临 床 资 料

生产运转和管道密闭及通风设备完好时
,

经现场测定 中毒者 8例 (男 6例
,

女 2例 ) ; 工种
:
中和 5人

、

分析
,

仅产生浓度为2
.

4~ 了
.

4m g/ m 3 的 H : S 气体
,

机修 2人
,

清洁工 1人 , 年龄 22 ~ 34岁 , 既往健康
。

中

不会引起急性中毒发生
。

毒后的主要临床表现见下表
。

2
。

中毒原因
:

造成此次中毒事故的主 要 原 因 按 《 职业性急性硫化氢中毒诊断标准》 分类
,

其

8例中容者临床裹现

眼刺痛 流泪 呕吐 呛咳 葬咽灼痛 头晕 脚闷 意识丧失 乏力

例数

%

6

7` 。
0 8 7

。

5

1 2

1 2
。

5 25
。
0 7 5

。

0

5

6 2
。
5 7 5

。
Q 12

。
5

4

6 2
。
5

中轻度中毒7例
、

重度中毒 1例 (现场死亡 )
。

讨 论

1
.

味精工艺生产过程中
,

需加一定量的硫化钠

进行除铁
,

在中性或碱性条件下
,

硫化物逐渐存积
,

若遇酸则急剧产生一定量的硫化氢气体
,

本次中毒则

是加入过量的硫化钠后
,

再加入数酸时
,

就产生了高

度的 H : S 气体
。

2
.

H : S是一种既有刺激性又有窒息性的神经毒

物
,

低浓度时仅产生对眼及呼吸道的刺激作用
,

高浓

度时则表现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
,

甚至出现
“

电

击样死亡
” 。

其中毒机理是影响细胞氧化过程
,

抑制

细胞色素氧化醉和 A T P酶的活性
,

导致细胞内窒息
。

本次事故除 l例由于短时接触高浓度 H : S气体而死于

呼吸麻痹外
,

余了例因迅速安全脱离现场
,

临床上仅出

现不同程度的全身和局部症状
,

经治疗后均痊愈
。

由此

可见
,

中毒的临床表现及类型完全取决于接触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