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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

对环氧塑料制作工哮喘调查

阵蔚然
`

吕策华
`

王世滨
“
史 宁

”

李 忠

在机械制造工业中使用环氧塑料制造工艺装备过

程中
,

工人接触乙二胺及其他物质
,

有哮喘发生
。

我

们对此进行了调查
,

以了解乙二胺所致哮喘发病情况

及其规律
,

现报告如下
。

劳动卫生学调查

一
、

一般情况

环氧塑料生产中使用原料为 国产环氧树脂 60 1
、

6 03
、

61。
,

固化剂为 乙二胺
、

间苯二胺
,

增塑剂为邻

笨二甲酸二丁酷
,

填料刘为石英粉
、

滑石粉
、

玻璃纤

维
,

脱膜剂为苯丙酮等
。

工艺流程为调胶
、

造型
、

喷

涂
、

脱膜
、

浇注
、

模休修整
。

整 个生产过程为手工操

作
。

日夜两班倒
,

每班 8 小时
。

车间内没有任何通风

设备
,

工人配有橡皮手套及纱布口罩和工作服
,

余无

特殊防护用品
。

二
、

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测定结果

我们对该车间部分毒物浓度进行了测定
,

其结果

见表 1
。

表 1 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 ( m g z勺n s)

采样地 点 样品数 乙 二胺 间苯二胺 苯 丙酮 粉尘

称 量 6 4 ~ 8 0 1 ~ 1 0 1 5 1 0 0 12

固 化 6 1 0 0~ 2 Q0 1 ~ 50

固化加热 2 3 0 0一 1 0 0 0

浇 注 6 2 ~ 1 0 0

喷 涂 6 4 0 2 0 0

填 料 2 2 5

哮喘发病情况的调查

观察组
:

本次调查接触 乙二胺的操作工人共 10 9

例
,

其中男 80 例
,

女 29 例
。

平均年龄31
.

8岁
,

平均专

业工龄 凌
.

4 年
。

另以该厂同时期不接触有害物质的机

械加工和行管人员为对照组共 1 04 例
,

其中男 72 例
、

女 32 例
。

平均年龄 3 1
.

4岁
,

平均专业工龄为 4
.

5 年
。

两组劳动负荷
、

生活 习惯及吸烟情况大体相同
。

两组

的否认既往有过敏及家族遗传病史
。

本次调查以厂预防性体检表和医院病历为基础
,

参照 A ld 约比 FD对乙二胺作业工人调查表而制定多

胺类化合物职业危害调查表进行调查
,

并逐项填写
。

按照中华呼吸学会关于
“
支气管哮喘的诊断

、

分期和

疗效评定标准
”

为诊断哮喘的依据
,
在此基础上岔切

结合职业史
,

结合哮喘的发生和发展等职业的密切关

系以及相应的检查
,

排除其他原因而诊断职业性哮喘
。

一
、

患病率

根据上述条件
,

本次调查发现环氧塑料制作工的

职业性哮喘14 例
,

其患病率为 1 2
.

8%
,

而对照组哮嘴
1例

,

其患病率仅为 0
.

9%
,

经卡方检验
,

两组有显

著差异
,

见表 2
。

表 2 两 组 哮 喘 患 病 率

人 数 病例数 患病 率 义 , P

观察组

对照组

1 0 9 1 4 1 2
。
8

1 8
。

5 < Q
。

O多

1 04
- - 一

1 0
。
9

二
、

临床表现

本次调查发现环氧塑料制作工 (从事接触 乙二胺

作业人员 ) 职业性哮喘 14 例
,

其致敏期平均为 11 个月

(短者 3 个月
,

长者 30 个月 )
。

多数病例 在班 后 发

病
,

尤以夜间发病为重
,

翌 日症状减轻
。

仅有 2 例病

人上班后 1 小时很快发病
,

呈速发型发作
。

几乎全豁

病例在哮喘发病前有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

休工后症状

缓解
。

有的病例伴有皮炎
,

详见表 3
。

讨 论

近年来
,

乙二胺所致职业性哮喘国内已有报告
二

本文对用环氧塑料制作工艺装备生产过程中所发生雌

哮喘调查表明
,

这些哮喘病人除大量接触乙二胺外
,

尚接触间苯二胺
、

丙酮
、

邻苯二甲酸二丁醋
,

这些化

合物均不是致敏物质
,

且没有致哮喘的报告
,

而其饰

床特点与国内外所报告的乙二胺所致哮喘的临床表现

相同
。

所以
,

我们认为环氧塑料制作工艺设备生产过

程中所致职业性哮喘为乙二胺所致哮喘
。

本次调查发现环氧塑料制作工艺设备过程中所出

现哮喘的患病率为 1 2
.

8%
,

而对照组哮喘患病率仅为
。 .

9%
,

P < 0
.

01
,

两组差异非常显著
。

国内一般人群

哮喘患病率为0
.

5一 2 %
。

由此可见
,

乙二胺所致哮喘

1
。

哈尔滨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

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可

3
.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2 8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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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例哮喘病人临床表现

病例 性别 年龄 工种 工龄 潜伏期 哮喘发作时间 症状 肺部体征 胸部 X线所见 嗜酸细 胞增多 ( > 3。。 / m m勺

十+++十+十+十++十+ 1男

2 男

3女

4女

5男

6 男

7 男

8男

9 女

1 0男

1 1男

2 1男

1 3男

14男

2 9岁

2 9岁

2 4岁

2 8岁

6 1岁

42岁

2 7岁

4 5岁

42岁

4 5岁

2 4岁

32岁

2 8岁

38岁

浇注

浇注

调胶

调胶

固化

固化

模型

固化

调料

浇注

浇注

固化

浇注

调胶

6 年

8年

6 年

1 0个月

7 年

1年

6 年

4年

5年

4年

4年

1年

3年

4年

6 个月

6 个月

4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7 个 月

7 年

1年

4年

3个月

5个月

3个月

4个月

4个月

12小时

12小时

1 0小时

6
。

小时

1小时

2 小时

12小时

12小时

1小时

8小时

8小时

4小时

2 1小时

6 小时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 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咳嗽喘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哮鸣音

肺纹理增多

患病率是很高的
。

鉴于实验证明乙二胺是一变应原
,

由此说明乙二胺对作业工人有较强烈的致敏作用
。

通

过尔次调查发现 乙二胺所致哮喘有如此之 高 的患 病

率
,

使我们注意到要加强对 乙二胺作业工人的劳动卫

生和劳动保护工作
,

是摆在职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

要问题
。 落

急性有机磷中毒恢复期碎死复苏抢救体会

—
附 7 例报告

解放军第 29 医院 未云 才 马兴云

有机磷中毒恢复期碎死系指有机磷对心脏毒性所

致的心脏传导系统损害发生各种不同的心律紊乱以致

心跳骤停死亡
,

是甲毒后期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
。

现

就我院遇到的 7 例有机磷中毒拌死复苏抢救体会介绍

如下
。

临 床 资 料

本组病人男 1 例
,

女 6 例
,

年龄 18 ~ 3 7岁
。

均为

经消化道中毒
,
乐果中毒 4 例

,

敌敌畏 中 毒 2 例
,

1 6 05 中毒 1例
。

按 1 9 7 4年卫生部制定的标准
,

7 例均

为重度
。

入院后经彻底洗胃
,

应用阿托品
、

解磷定和

甘露醇等抢救治疗
,

分别在停用阿托品后生命体征正

常 12 ~ 了2小时之间 (中毒后 3一 5天 ) 发生碎死
。

停用

阿托品时测胆碱酷酶活力在 65 ~ 80 % 之间
。

碎死 1 例

发生在作气管雾化吸入时
,

2 例发生在翻身时
, 3 例

发生在进食时
,

1 例发生在与家人谈话间
。

碎死前各

项生化
、

电解质正常
。

中毒后 2 天即有心电图异常
,

I 度房室传导阻滞持续 2 天者 3 例
,

l 度房室传导阻

滞持续 1天者 2例
,

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经异丙基肾上

腺素纠正 1 例
,

表现为双束支传导阻滞 1 例
。

7 例均

有 S 一 T 段压低
,

范围在 0
.

肠一 O
.

2 5 I l l V ,

Q一cT 延长

超过正常范围都在 0
.

60 ~ 0
.

70 秒
。

7 例均在心脏骤停

3 分钟内行正确的人工复苏
,

其中 2 例是在医务人员

目睹情况下发生
,

立即行胸前区叩击
,

胸 外 心 脏 按

压
,

同时行面罩人工呼吸
,

并捆扎腹部
,

6 例气管插

管都在10 分钟内完成
。

7 例均在 3 分钟内首次电击除

颤
,

首次 200 ) ,

一次除颤成功 4例
,

二次 1例
,

三次 2

例
,

第二次
、

第三次每次递增能量 50 )
,

同 时 静注

1: 1。。。。肾
_

L腺素。 .

5一 1
.

om g / gk
,

利多卡因 l m g / kg
,

每 3 分钟交替施行
。

已行气管插管后给药途径以静推

和气道滴入交替进行
。

10 分钟后都给静推 5 % 碳酸氢

钠 50 ml 一次
。

其中2例疑为
“

反跳
”

所致
,

同时给阿

托品 10 m g
,

每5分钟静推一次
。

心脏复苏后给予维持

血压
、

稳定心律
,

纵正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
,

脑复苏

药物选用 20 % 甘露醉脱水
,

地塞米松
、

钙 通道 阻 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