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调查的2 4 例矽肺结核
,

其中 4 例经系列胸片

动态观察
,

结合临床资料排除合并结核
,

诊断为单纯

性矽肺
。

4 例中 2 例原两上有低密度的片状阴影
,

诊

断矽肺合并浸 润型肺结核
,

后经系列胸片动态观察
,

两上病灶逐渐致密
、

内收
,

对称并与肋骨垂直
,

显示

出典型的矽肺融合团块像
,

最后诊断为 l 期矽肺
。

另

外 2例也通过系列胸片动态观察
,

诊断为矽肺小阴影聚

集
,

否定矽肺结核结节
。

相反也有 1 例将结核浸润型

病灶误认为矽肺发白区
,

经抗疥预防性治疗
,

病灶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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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

证明是结核浸润病灶
。

3
.

矽肺结核的治疗不同于单纯结核的治疗
,

常

规用药多数效果不佳
,

因此
,

用药量较一般 结 核 要

大
,

用药时间也应较一般结核长
。

有人主张终生用药
,

有人主张对矽肺患者预防投药以防止并发结核
。

看来

对矽肺进展快
,

两上有大结节阴影者
,

有肺结核接触

史者
,

X线片有可疑结核或陈旧性结核病灶 的 。
十

或

矽肺病人
,

预防服药有一定好处
。

1 1 4例电焊作业人员脑电图分析

永安铁路医 院 王永增 蒋杏遵

察对象 12 例
,

锰中毒患病率 1
.

75 %
。

两组脑电图异常

发生率见表 1
。

表 1 n 4 例电焊作业人员与 4 0例非电焊

作业人员脑电图异常率

脑电图诊断
电焊作业 组

例数 %

非电焊作业组

—
一 P值

例数 %

8
.

77

1 6
。

6 7

2 5
.

0 0

1 2
.

5 0

OQ甘,主,止

为探讨电焊作业人员脑电图检查的临床意义
,

我

院对管内 114 名电焊作业人员进行了全面体检及脑电

图检查
,

并随机选择 4 0名非电焊作业人员作对照组
,

现报告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一
、

检查对象

电焊作业组 11 4 名
,

全部系铁路各厂
、

段
、

站的

专职电焊工
。

其中男76 人
,

女 38 人 , 年龄 18 一 56 岁
,

平均年龄 39 岁
。

对照组为非电焊作业人员
,

男女各20

名
,

年龄20 一 55 岁
,

平均 3 8
.

5岁
。

两组性别
、

年龄无

显著差异 (P > 0
.

0 5)
。

二
、

电焊作业条件

本组电焊作业人员分散在 30 个作业点
,

均为室内

作业
,

通风条件较差
。

以手弧焊为主
,

常用焊条主要

是低氢型
、

锰型和钦钙型
,

如堆 2 7 6
、

堆 2 7 5
、

结 5 0 7
、

结心 2等
。

各作业点多年来连续监测 M n O : 浓度最高

6
.

4m g/ m
s ,

最低 。 。

02 6m g/ m气 绝大多数作业点

均超标 1 ~ 20 多倍
,

有 6 个作业点近年来接近或达到

国家标准
。

三
、

检查方法及脑电图诊断分级原则

两组全部作详细的内科
、

神经科检查
,

排除了其他

疾病
。

脑电图检查采用国产上海N D 一
82 型八道脑电图

机
。

按国际标准导联安放电极
,

做常规单
、

双极导联

描记
,

使用睁闭眼
、

过度换气诱发试验
。

脑电图诊断

(正常
、

边缘状态及轻
、

中
、

重度异常 ) 原则根据冯

应现主编的 《临床脑电图学》 ( 1 9 8。年 )
。

结 果
、

本组 :11 ( 例电焊作业人员经全面检查并经三明市

职业病防治院确诊为慢性轻度锰中毒 2 例
、

锰中毒观

边缘脚态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

4 3
.

51 。 。
.

00

合 计 3 3 2 8
.

9 5 3 7
.

5 0 < 0
.

0 1

将 2 例锰中毒 (脑 电图分别呈轻
、

中度异常 ) 除

外
,

电焊作业组脑电图异常发生率 2 7
.

6 8 %
,

仍明显高

于非电焊工人组 (P < 。 .

01 )
。

慢性锰中毒及观察对象与电焊作业人员 脑 电 图

轻
、

中度异常发生率对照见表 2
。

表 2 锰中毒及观察对象议例与电焊作业组

1 00 例脑电图异常率对照

锰中毒及观察布象组
脑电图诊断

一
例数 %

电焊作业组

—
P值

例数 %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4 2 8
.

5 7 1 5 1 5

3 2 1
.

4 3

合 计 7 5 0
.

00 1 6 16 < 0
.

0 1

电焊作业组不同电焊工龄脑电图轻
、

中度异常发

生率对照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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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挤例 电焊工不同电焊工龄脑 电图

轻
、

中度异常发生率对照

电焊作业工龄

( 年)

脑电图诊断 合 计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例数

0 ~ 6
.

9 8

8 ~ 8
.

4 7

16 ~ 7 3 3
.

3 3

2 4 ro 8 7 2
.

73

P 值 < 。
.

01

一
. . . . . . . . . . .

一
-

一
从两组脑电图表现特征来看

,

电焊作业组中 电焊

工龄小于 8 年组 (4 3例 ) 与非电焊作业组无明显差异
,

(P > 。 .

0 5) ,

而电焊工龄> 8 年组与非电焊作业组有

显著差异
,

见表 4
。

表 4 电焊工龄> 8年组 69 例与非电焊

作业组 40 例脑电图特征对照

脑电图特征
电焊工龄 ) 8 年组 非电焊作业组

例数 % 例数 %
P值

a 节律减少

波幅降低

低幅月活动增多 J

口 活动散在增多

3 6
.

2 3 1 2
.

5 0

úbōz3 7
.

6 8

3 4
.

7 8

1 2
.

5 0

14
.

4 9 0

1 7 2 5

0
.

0 0

< 0
.

05

< 0
.

05

< 0
.

0 5

< 0
.

e s

幼26别10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注
:

本 电焊工龄 ) 8 年组 6 9 例
,
已除去 2例慢性锰 中毒

患者
。

讨 论

一
、

对慢性锰中毒患者脑电图改变的研究国内外
` 已有较多报道

,

而关于一般电焊作业人员脑电图改变

的研究报道不多
。

本组 114 例电焊作业人员在除去两

例慢性锰中毒患者之后脑电图轻
、

中度异常发生率仍

明显高于非电焊作业组 (P < 0
。

01 ) (表 1 ) ,

表明

部份电焊作业人员在慢性锰中毒临床症状出现之前脑

电图可有异常改变
。

提示电焊作业人员进行脑电图动

态监测有一定临床意义
,

可 以为早期发现慢性锰中毒

提供线索
。

二
、

大量的研究指出
,

手弧焊的主要危害是气溶

胶中的固体粒子即烟尘
,

气体在病理学上的作用不是

主要的
。

熔化每公斤焊条一般可发生 7 一 20 克的粉尘
,

电焊烟尘经光谱分析有 20 余种元素
,

其含量以氧化铁

为主
,

其次为氧化硅
、

氧化锰
、

氟化物等
。

在电焊烟

尘主要化学成份中已发现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毒性

作用的主要为氧化锰
。

H ay 翔亡h肋 认为锰的化合物

溶解度最大 (生理溶液中为 5 %
、

血清中为 7
.

3%
、

胃液中为 3
.

3% ) ,

溶解度大易于吸收也易对机体发

生毒害作用
。

加之本组电焊作业点监测M n O : 浓度大

多超标
, 2 例轻度锰中毒及此例锰中毒观察对象脑 电

图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电焊工作人员 (P < 。
.

01 )

(表 2 )
,

且具 8 年及以上电焊工龄组的脑电图表现

特征 (见表 4 ) ,

与文献报导的慢性锰中毒脑电图表现

基本相符
,

因此提示本组电焊作业人员脑电图异常发

生率明显增高
,

系锰对中枢神经系统发生毒性侵害作

用的结果
。

三
、

本组电焊作业人员随着电焊工龄的增长
,

脑

电图轻
、

中度异常发生率明显增多
,

不同工龄组之间

有显著差异 俨 < O
。 。劝 (表 3 )

,

显示在作业点 M h O :

浓度超标情况下
,

随着工龄的增长
,

体内锰的蓄积量

也不 断增加
,

脑电图则反映了这一变化
。

在 作 业 点

M n O :
浓度超标情况下

,

具 8 年及以上电焊工龄组脑

电图出现 a 节律减少
、

波幅降低
、

低幅刀活动增多
、

口活动散在增多的发生率
,

明显高于非电焊作业对照组

(P < O
.

Q)S (表 4 ) ,

而电焊工龄小于 8 年组的脑 电

图出现上述改变的发生率与非电焊作业组无明显差异

(P > 。 .

05 )
。

提示上述改变可能系慢性锰中毒的早期

表现
。

对脑电图出现上述改变的电焊作业人员加强观

察与管理
,

对及早发现及预防锰中毒的发生是有一定

临床意义的
。

1 00 例砂肺患者并发症分析

哈尔滨市职业病防治院 张春发

矽肺的合并症往往是造成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
。

我们以随机抽样办法对{10 0
一

例既往住院的矽肺患者病

案进行分析
。

其中男性 88 人
,

女性 12 人 ; I 期 77 人
,

I 期 2 3人 , 年龄 42~ 7 2岁
,

工龄 10~ 4 5年
。

由于未收

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的病人
,

因而集中分析了肺心病
、

慢性支气管炎
、

肺感染
、

高血压
、

冠心病
。

此 10 。 例

矽肺患者有 60 人合并了上述五种并发症
,

其中 I期 4 0

人
,

l 期 20 人
,

总并发率为 60 %
。

I 期 并 发 率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