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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结果与国外资料比较

调查单位 观察人数 工龄 (年) 每天接触时间 (小时 ) 视力下降 (% ) 腰背酸痛 (% )

美国加州克利大学

瑞典K v a代
岛井哲志等

本次调查 :二
5

Q 6% 高于对照组

60 %高于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80 %高于对 照组

高子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高于对照组

.̀ .

.。42

s l 5翔川10

电 一班两人
,

两班倒
,

接触 1 2小时
。

因此忽视荧光屏前电磁辐射的危害存在
,

作人员心理因素的影响更应该重视
。

建 议 1
.

室内安装空调装置
。

.2

尤其是对工 布局
,

时间
,

根据需要增加照度和防止暗光
。

3
.

缩短值班

两班倒改为三班倒
。

4
.

增加工 间休息
。

合理的照明

矿山柴油车驾驶员职业多发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十堰市卫生防疫站

同济医大劳卫教研室

为试图探索矿 山柴油车驾驶员职业多发病及其病

因
,

为研究制定其卫生防护措施提供资料
,

我们对黄石

铜录 山矿汽车驾驶员作了前瞻性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系该矿 x 9 7 o年 1 月 1 日至 19 8 4年 1 2月 3 0

日15 年间在编的汽车驾驶员
,

包括退休
、

死亡人员在

内
。

对照组为该矿同期电钳维修工
。

调查内容
:

重 点查询 15 年来个人疾病史
,

记录发

病年度
、

诊断依据
、

转归等
。

调查方法
:

参加调查人员先经过专业培训
,

统一

调查方法和要求
。

调查时按调查表逐项询间填表
,

对

退休者予以追访
,

死亡者由亲属及同事提供情况
。

疾

病调查将诊断分为四级
,

I 级
:

经医院临床直观检查

结果 (如尸检
、

病检
、

X线检查等 ) ;
I级

:

为特异

性医疗检查结果 (如临床检验
、

心电图
、

B 超
、

同位

素等 ) ;
l 级

:

医生根据临床症状诊断 ; W级
:
为主观

症状
。

本次调查诊断水平为 I 级 4
.

1 %
,

I 级 52 %
,

贾级切
.

2 %
,

W级 3
.

7%
。

结果与讨论

一
、

一般情况
:

铜录山矿为有色金属矿
。

矿山的

主要运输工具为柴油汽车 (矿车)
。

驾驶员 担 负 矿

石
、

废石
、

废土
、

废渣等运输任务
。

运输过程中路况

差
,

运输量大
,

工作紧张
,

同时还受到粉尘
、

噪声
、

振动等的影响
。

全矿总人数为 4 1 2 1人
,

驾驶员 41 3人
,

电钳维修工 1 1 5 1人 ; 人年数
:

全矿 4 7001 人年
,

驾驶

员 35 8 6人年
,

电钳维修工 9 3 3 5人年
。

立
、

疾病发生情况
:

驾驶员 巧年共发生疾病 5 3 6

人次
,

总发病率为 1 4
.

9%
。

其中消化系统病占3 4
.

3% ;

曹树林

居首位 ; 关节炎占 3 1
.

9%
,

居第二位 ; 其他依次为外

伤
、

呼吸系统病
、

心血管病
、

沁尿系统病
、

癌症等
。

消化系统发病率为 5 1
.

3 1编
,

其中胃
、

十二指肠

溃疡发病率为 1 8
.

4。从
,

居首位
; 其次为胃肠炎

。

关

节炎疾患中
,

膝
、

腰关节炎居一
、

二位
,

发病率分别

为26
.

77 编
。
1 3

.

3 9编
。

各部位外伤发病率依次为脊柱
、

头
、

手
。

呼吸系统发病率依次为慢性支气管炎
、

结核
、

可疑矽肺
。

心血管系统发病率依次为高 血 压
、

冠 心

病
。

泌尿系统发病率依次为慢性肾炎
、

慢性泌尿道感

染
。

癌症发病率依次为食道癌
、

肝癌
、

白血病
。

消化

系统
、

关节炎总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均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 (P < 0
. 。。5)

。

详见表 1
。

统计结果表明
,

驾驶员前六位疾病依次为膝关节

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

胃肠炎
、

肝炎
、

腰关节炎
、

慢性支气管炎 (见表 2 )
。

与对照组比较
,

除肝炎
、

慢性

支气管炎外
,

其余均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P < 。 . 。。 5)
。

高血压
、

冠心病
、

消化道癌发病率虽高于对照组
,

但

无显著性意义 ( P > 。 .

05 )
,

见表 1
。

三
、

疾病分析
:

综观驾驶员15 年来疾病 发 生 情

况
,

胃肠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

膝腰关节炎等发病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由此说明
,

这几种疾病与驾驶员

的职业有密切关系
。

胃肠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多

发
,

除与部分驾驶员长途运输
、

生活无规律性
、

饮食

卫生条件差有关外
,

驾驶员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以

及颠簸
、

振动等对于消化液的分泌及胃肠运动也可能

有一定影响
。

膝
、

腰关节炎多发
,
则可能与腰膝长期

处于相对固定体位而易受累
,

以及气象条件等因素的

影响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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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十五年间驾驶员
、

电钳工各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

病 名
驾 驶 员

病例数 编

电 钳 工

病例数 %
。

R R P

肠胃炎

消化性渡疡

肝 炎

合 计

6 0

9 2

11 0

2 6 2

1 1
,

2 8
.

摆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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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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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连O八ó勺]

. .1, .ù甲l已口勺山内七月七三性九七品匕口匕n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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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消

3
_

6 3

关

{
节

}
炎
{

肩关节 炎

肘关节 炎

腰关节 炎

膝关节炎

多关节 炎

合 计

1 3

6

56

1 29

1 2

2 16

1
.

3 9

0
.

6 4

6
.

0 0

13
.

8 2

1
.

2 9

2 3
.

1 4

8
.

2 5

0 8 6

0
.

6 4

5
.

7 8

0
.

2 1

0
.

9 6

16
_

7 0

0 2 5

0 0 5

0 05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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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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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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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支矽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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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九O八甘可疑矽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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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7 7

8

6

54

2

9

15 6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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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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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驾驶员主要疾病顺序排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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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病 名 发病率 (%
。
) 序 号 病 名 发病 率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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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肤外伤

肘关节炎 肩关节炎

高血压

冠心病

慢性肾炎

矽肺
、

食道癌

白血病
、

肝癌

9QI111213

1415

膝关节炎

消化性溃疡

胃肠炎

肝 炎

腰关节炎

慢 支

脊住外伤

结 核

2 6
.

7了

1 8
.

吐0

1 7
.

2 9

1 5
.

6 2

1 3
.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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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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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报道
,

驾驶员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可 引

起血压增高
,

易发冠心病
。

本次调查结果驾驶员的高

血压
、

冠心病发病率高于对照组
,

虽无显著性意义
,

但亦不能排除精神紧张因素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

消化系癌发病率高于对照组
,

可能与消化系疾患

多发有关
,

也不能排除柴油废气中某种成份 以 及 生

活
、

劳动条件等诸因素的作用
。

小 结 与 建 议

黄石铜录山矿驾驶员 15 年来发病率以胃肠炎
、

胃

及十二指肠溃疡
、

膝腰关节炎最高
,

与电钳维修工比

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由此提示这些疾病的多

发与职业因素有关
。

建议将胃肠炎
、

胃及十二指肠溃

疡
、

膝腰关节炎等作为驾驶员职业多发病来考虑
,

在

研究驾驶员职业危害因素对消化系疾病的影响中
,

需

探明其生活习惯
、

精神紧张
、

振动
、

噪音等多因素中某

一因素的重要作用
,

以便重点采取卫生防护措施
,

控

制和降低驾驶员消化系疾病发病率
,

提高健康水平
。

驾驶员的高血压
、

冠心病发病率亦高矛对照组
,

但从整个发病情况来看
,

驾驶员的高血压
、

冠心病发

病与其职业因素并无明显关系
。

上海市乡镇企业发现首批矽肺的调查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近年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

我们于 1 9 8 8年 1 0月对

本市某乡镇企业抛毛车间石英粉尘的危害进行了全面

调查
,

发现一批
“
典型

”

的矽肺
。

该车间 10吕1年 4 月投产
。

生产过程为
:

光面涤纶

薄膜* 切割分卷 , 抛毛 、 整理检查、 包装出厂
。

工人

用备箕将石英砂从地上举送倒入抛毛机 上方的料斗
,

高速旋转轴上的叶片将砂打在缓缓移动的薄膜表面
,

使呈毛玻璃样
,

用鸡毛掸扫及抹布除去薄膜表面石英

砂
,

共 3 台抛毛机
,

1 9 8 1~ 1 9 8 8年石英砂用量由劝吨

猛增至 2 3 2 吨
,

生产速度发展
,

因而在工厂 区地上
、

建筑物上都沉积着一层石英砂
。

调查中
,

测定了空气

中粉尘浓度
,

模拟 1 9 8 5 年前生产时情况
,

掀起隔离

板
、

关闭除尘通风机再行测定
,

并分析了粉尘分散度

和游离 5 10 : 含量
,

询间了职业史
、

既往史
、

症状
,

进行体格检查
,

拍胸大片集体读片诊断
。

调查结果
,

在开机后两小时工作地点空气中粉尘

浓度见表 1
。

厂区内环境空气中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

抛毛车间

门口 1 .0 7m g /魏3 ,

场院中央 2
.

3m g/ m
3 ,

厂门卫室

内 2
.

加刀g /m
3 ,

厂长办公室门 口 2浦m g
z勺1 1 3 。

粉尘分散度测定结果见表 2
。

粉尘中游离 5 10 : 含量
:

新石英砂 92
.

4 %
,

旧石

英砂们
。

药%
,

料斗上积尘邪
.

16 %
。

该车间累计工人 5 7名
,

男 9名
、

女 48 名
。

初次拍

片确诊 I
毕

期 6 例
,

l 期 1 例
。

3 一12 个月复查 了+0

1 1人中的 9名
,

6 例定为 I 期
,

1 例升为 I期 ; 复查

I
十

期中伴发白区 2 例迅速升为皿期
。

该车间患病率

高达“
。
5 6%

,

远比本市矽肺平均患病率 2
.

6%高
。

接

尘工龄最短 2
.

3年
,

平均 5
.

9年
,

1 例合并 自发性气胸

周泽深 孙文 濒 陆志英 沈孝英

表 弓 抛毛车间粉尘浓度 (角 g / m朴 测定结果

采样地点 样 品敛
.

浓度 平均超标倍数

。O几U6舀
ǎ
U月了

;…
八.只é八Qeo尸a1乃Qn自

, .

,生1沌

那74 4
ù 1山QU

1 号机掸扫 (开通风 )

1 号 机掸扫 ( 关通风 )

2 号 机掸扫 (开通风 )

2 号机掸扫 (关通风 )

3 号机掸扫 (开通风 )

3 号机掸扫 ( 关通风 )

料斗旁 (开通风 )

料斗旁 ( 关通风 )

堆右英砂走廊 (开通风 )

堆石英砂走廊 (关通风 )

第 二次弹扫

分卷豁膜 (滑石粉 )

2 1 1
.

8

2 1 3 9
.

0

2 2杏
.

3

2 1 14
.

0

2 6 7

停机 ( 未测 )

2 1 8 7
.

5

2 8 7 5
.

0

2 5
.

3

2 6 0
.

0

2 2 选
.

0

2 3 1
_

0

::
.

:

表 2 粉尘分散度测定结果

分 散

< 2 拼皿 2拼讯~

度 ( % )

采样地点
5召m 一 > 1 0拼m

抛毛机 5 9
.

8 韶
.

8 9
.

王 了
.

3

料 斗 5 9
.

8 2 1
.

a 9
.

e 8
.

了

堆石英砂走廊 5 7
.

8 2 1
.

工 工1
.

6 9
.

5

第二次掸扫 5 4
.

0 2 1
.

5 招
.

。 垅
.

5

分卷薄膜 3 3
.

2 2 4
.

9 1 9
.

0 2 2
.

。

一
一

一
.

一
一一

一 ~
.

一
死亡者年龄 3 4岁

,

接尘到死亡仅 8
.

了年
,

这是近年来

少见的
。

5。年代初
,
上海一些石英粉厂发生过一组急

性矽肺
,

工龄 2 ~ 5 年
,

接尘到 l 期 4
.

3 年
,

到死亡

仅 5
.

2年 , 经改进
,

发病工龄延长至 11 一 38 年
。

6 0年

代初本市某钢厂清砂工接尘到发病平均 5
.

2 年
,

升 I

期平均 2
.

5年
,

升 l 期平均4
.

3年
,

40 例死亡者接尘到

死亡仅 17 年 ; 该车间采用了降尘措施
,

特别是 19 路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