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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钢高温作业工人高血压患病率分析

唐山钢铁公司医院 王宗义 汤化昌 孙志 国 刘世 伟

华北煤炭医学院 哀聚祥 任 爱国 徐应军

提 要 对唐钢 38 1 6名 (男 348 4
,

女 3 3 2 ) 高温作业工人进行了调查
,

以本公司下属的建筑安装公

司的设备安装工人 1 0 4 7名 (男 81 1
,

女 2 3 6 ) 为对照
。

高温女工高血压患病率为 4
.

5 2 %
,

对 照 女 工 为

3
.

81 %
,

两组 比较无明显差异
。

高温男工高血压患病率为 9
.

24 % (标化率为 1 0
.

3 0% )
,

对 照 男 工 为

6
。

29 % (标化率为 5
.

01 % )
,

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沪 二 7
.

25
,

P < 0
.

0 1 )
。

高温男工高血压患病率随着

高温工龄和高温暴露等级的增加而明显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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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高温作业工人劳动强度大
,

作业环境

气温高
,

辐射热强度大
。

据我们 1 9 8 7一 1 9 8 9年对

唐钢的测定
,

当夏季室外气温达 31 ~ 35 ℃时
,

除

天车工操作室在 3 3一 4 3
O

C外
,

其他高温岗位在

39 ~ 4 8℃之间 ; 天车工操作室的辐射热强度在

.3 3 5~ 1 2
·

5 4) c/ 叮
·

分外
,

其他岗位一般在 2 5
.

I J

六m
Z ·

分以上 ( 1 4
.

6一 4 1
.

8) c/ m
Z ·

分 )
。

因此工人

出汗多
,

心脏负荷重
。

长此以往
,

高温作业是

否引起工人的心血管改变
,

为不少学 者 所 关

注
。

60 年代末
,

美国一家小型钢铁厂的内科医生

曾发现高温作业工人高血压增多
。

1 9 7 3年 K卜

oe tz el 等调查 了招6名高温工人
,

56 名普 通 高

温的无缝钢管工
,

90 名非高湿工人
,

其高血压

患病率分别为拓%
、

4 % 和 8 % (0
.

05 > P >

0
.

0 1)
`幻 。

国内几家冶金企业的调查
,

高温工

人高血压患病率在 10 %左右
,

与非高温工人比

较差别各异
〔 , 〕 ,

即有的调查有显著差异
,

有的

则无
。

高血压是导致心血管病死亡的重要原因

之一
,

因此明确高血压与高温的关系 十 分 重

要
。

材扦与方法

历年高温体检后
,

总有少数人因病 (其中

有相当部分是高血压 ) 调离高温岗位
。

在研究

高温与高血压对必须考虑它的影响
。

为此本文

确定的调查对象为 1 99 0年 3 月在册 的高温工人

和调离高温岗位仍正常上班的工人 (不包括病

老保与退养顶工者 )
` 。

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对

6 个高温二级工厂的高温工人进行了横断面调

查
。

应检高温工人 3 9 4 7名
,

实检 3 8 1 6名
,

受检

率为 96
.

7 %
。

以本公司下属的建筑安装公司的

设备安装工人为对照
,

应检 1 0 9 4人
,

实检 1 0 4 7

人
,

受检率为 9 5
.

3 %
。

调查对象 由各单位劳资科
、

安全科
、

保健

站统一组织
,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 员 用 询

间
、

查体
、

测量的方法为每手对象建立卡片
,

调查内容为与高血压有关的生活因素
、

个体嗜

好
、

职业史和遗传史四个方面
。

测定血压的全部人员均经过 W H O 标准化

血压测量录像带培训
,

并考试合格者
。

高血压诊

断标准依据W F氏)推荐的标准山
。

当测量血压达

到诊断标准即 2 1
.

3 / 1 2
.

7 k P a 及以上时
,

如既往

有高血压史
,

则定为高血压 ; 如既 往 无 高 血

压史
,

则要在休息半小时和第二天早上再测定

两次
,

三次均高者方定为高血压
。

过去有高血

压史
,

此次测定正常者不 列入统计
。

根据 1 9 8 7~ 19 89 年测定的部分工种的现场

气温
、

辐射热强度及有效劳动时间率等资料
,

结

合 ( 7 7 ) 国家劳动总局与冶金工业部的
“

钢铁

冶炼企业高温工人实行临时补贴的通知
”

在唐

钢实施的具体情况
,

按照国家高温分 级 标 准

( G B 4 2 0 0一 8 4)
,

对 已测定的工种由低到高划成

三个等级
,

没有现场资料的工种
,

则根据其享

受补贴 的高低 ( 0
.

2一 .0 5元 /日 )
,

与享 受 同

等级别补贴的已划定高温等级的工种合并
,

无

已划定的高温等级工种可比者
,

则依其享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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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的多少向上或向下一个等级里划
。

本文将相

当于国标 篮
、

开级的工人合并到本文的第 I 级

里
,

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高温等级之间调动的

人数较多
,

不再分开可能更客观些
。

结果与分析

高温女工 3 32 名
,

高血压患病率为 4
.

52 %
,

对照女工为 2 36 名
,

患病率为 3
.

8 1 ,

%两组 无 明

显差异
。

两组男工年龄构成不同 (丫
二 2 5 4

.

1,

P < 0
.

0 0 1 )
,

所以按年龄分层后
,

又以 1 9 6 4年全

国人 口构成
〔` 〕

为标准
,

对两组男工高血压患病

率进行了标化及加权X2 检验峋 (表 1 )
。

可见高

温男工年龄别患病率均高于对照组
。

高温男工

高血压总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丫
二 7

.

2 5
,

P < 。
.

0 1)
。

高温男工标准化患病率更明显高于

对照组 (加权x , = 2 0
.

4 2 ,
p < 0

.

0 0 5 )
。

表 1 两组男工年龄别高血压患病率与标化率

、 。
` 。

高 温 组 非 高 温 组
J」确 创」乍 杏目 川 一

受检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 受检人 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 )

1 5 1 6 3
_

97 13 0 0
_

0 0

1717缸肠2901
no工bn乙亡U.b10425红151舫84721611

, t

A一̀1OU

0594n肠跳3041015肠91057缸864222
ù胜的一」

10 ~

2 0~

3 0~

4 0~

写0~

合计

1 4 0 6

1 19 8

5 6 9

1 60

3 4 8 4

标化率

高温工龄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分析见表 2
。

发现高温男工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工龄的增加而

明显增加 ( x , = 9 8
.

9 5 ,

P < 0
.

0 0 1 )
。

表 2 高温工龄与男工 高血压患病率

工龄组 (年 ) 受检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 )

高温暴露等级与男工高血压患病率的分析

见表 3
。

可见高温男工高血压患病率随着高温

等级的升高而明显增加 (丫
= 7

.

1 1 ,

P < 。
.

05 )
。

表 3 高温男工高血压患病率与高温等级分析

高温等级 受检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 )

1 13 5 8 5
.

9 3

1 9 5 3 ? 2 7 5 6

l

合计

2 3 9 6 2 4 2 10
`

1 0

3 4 8 4 3 22 9 2 4

为了消除年龄因素对高温等级与高血压患

眨口,舀Qé7
.丹止
29多3740

……
no几匕。山。J00八0

J一̀.1诬1, .

舫邪78竹跳的17叙10761614
noù勺n七ù匕n口
曰.占

病率关系的影响
,

卜卜~l0卜~20卜一扮

表 4 以年龄分层的高温男工高温等级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

拇高温男工分成 3 5岁以上和

年龄组
(岁 )

高 温 等 级
1 2 3

受检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
率 ( % )

受检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
率 ( % )

受检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
率 (% )

蒙 絮
4

。

8 0

2 0
。

0 0 :;; ::
5

。

9 0

2 0
。
7 5

2 10 5

2 9 1

’

绪
8

。

8 3

1 9
。

2 4

合计 13 5 8 5
。 9 3 7

。

5 6 23 0 6 2 4 2 1 0
。

10

35 岁以下两组
,

以分析高温等级与患病率的关

系 (表 4 )
。

发现 3 5岁以上年龄组
,

高血压患

病率没有随着高温等级的上升而升高
,

可能与

该组受病老保和退养顶工的影响有关
。

而占了

整个高温男工 88 %以上的中青年人 ( 3 5 岁 以

下 ) 则随着高温等级的升高
,

其患病率也明显

上升 ( x
, = 5

.

5 6
,

P < 0
.

0 0 1 )
。

中青年组没有 3 5

岁以上年龄组那些影响因素
。

从而反映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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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
。

而且整个高温作业工人经加权丫处理

后
,

即消除了三个高温等级工人的年龄构成差

异后仍有显 著 差 异 (加 权 丫 二
78

.

84
,
P <

0
.

00 1)
,

说明高温男工患病率随着高温等级的

升高而明显升高不是年龄因素造成的
。

以吸烟指 数 (每 日吸烟量 x 吸烟年数 /开

始吸烟年龄 ) 的高低进行分层
,

分析高血压患

病与吸烟的关系 (见表 5 )
。

发现高温男工患

病率随吸烟指数的增加而明显增加
,

对照组则

无这种规律
。

为检查高温组患病率增高是否由

于高温工人 吸烟多造成的
,

应用加权丫检验
,

即调整了两组的吸烟构成后
,

仍有显 著 差 异

(加权 x
,

= 唾1
.

8 0
,

P < 0
.

0 0 1 )
,

说明高温 作

业男工高血压患病率的增高不是吸烟造成的
。

表 5 两组男工 吸烟指数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

表 7 两组男工体重指数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

体 重
指数

高 温 组 非高温组

受检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
率 (% )

受检
人 数

患病

人数

患病
率 ( % )

声口nonJ,工,上,1,目一an.
.压二竹̀,土n勺OU

d.1JlnQZq山8< 2 2

2 2~

2 4~

合计

12 8 5

1 0 1 3

1 1 8 6

3 4 8 4

::

::;

4
。

3 6

6
。

4 2

1 6
。

95

9
。

2 4

4
一

1 7

5
。

5 6

1 0
。

6 0

6
。

2 9

表 8 两组女工体重指数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系

体重

指数

高 温 组 非高温组

受检

人数

患病 患病
人数 率 ( % )

受检

人数

患病 患病
人数 率 (% )

3
.

3 7

5
.

吐8

2
。

7 0

3
。

8 1

的0
42

OU几JAUOt厂.口̀

< 2 2

2 2 ~

2 4 ~

合计

澳
1 04 1 0

3 3 2 1 5

1
。 3 1

4
.

0 0

9
。

6 2

4
。

5 2

吸烟

指数

高 扭 组

一夏畜一履福户德雨卜
人数 人 数 率 (% )

非高温组

受检 患病 患病
人数 人数 率 (% )

一ó曰UU0Qó迁,1

1 7 7 7
。

5 3

1 1
。

6 1

1 5
。

7 9

4 8 8 3 0

2 2 7 15

1 2
。

8 2 ::
::::

合计 3 48 4 3 2 2 9
。

2 4 8 1 1 5 1 6
.

2 9

以饮酒指数 (每 日饮酒量
火
饮酒年数 /开始

饮酒年龄 ) 对两组男工的高血压患 病 率 进 行

分 析 (表 6 )
,

结果与吸烟相同 (加权丫 二

3 2
.

9 7 ,

P < 0
.

0 0 1 )
。

表 6 两组男工饮酒指数与高血压患病率的关案

饮酒

指数

高 温 组

受检 患病 患病
人数 人数 率 (% )

非高温组

受检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
率 ( % )

424437触64
一0j .1甲.2欢d

ó
U八0阶勺才óO山Q̀附了, .O

。

0 0~

0
。

3 0 wt

0
。
6 0 ~

0
。

9 0 ee

1
。

2 0~

2 3 4 4

19 0

2 0 5

14 7

5 9 8

7
。

5 5

1 1
。

58

1 2
。

2 0

13
。

6 1

1 3
。

04

5
。

7 2

8
。

1 1

9
。

0 9

8
。

3 3

6
。

7 1

合计 3 4 8 4 32 2 9
.

2 4 8 1 1 5 1 6
.

2 9

体重指数是血压升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 , 。

而体重指数在高温与非高温男
、

女工中构成不

同
,

所 以按体重指数 (体重 (k g )/ 身高
,

(米 ))

分层分析了两组男
、

女工人的高血压患病率
,

结果见表 了
、

表 8
。

发现非高温女工高血压患

病率不随体重指数增加而增加
,

而两组男工和

高温女工的高血压患病率均随着体重指数的增

加而明显增加
。

应用加权丫检验以消除两组男
、

女工体重指数的构成不同后
,

显示高温工人高

血压患病率没有明显高于对照组 (男 工 加 权

x , = 4
.

0 3 ,

P = 0
.

0 5 ;
女工加 权 万 , = J

.

0 4 ,

P > 0
.

0 5 )
,

说明身体肥胖是高温男工高血 压

患病率增高的一个关键因素
。

其他一些因素在高温组和非高温组的构成

相同
,

不再分析
。 一

价欲一
一

讨 论

本次调查发现
,

高温作业工人高血压明显

增多
,

且随着工龄和高温等级的升高而明显升

高
,

提示高温作业工人高血压增多与 职 业 有

关
。

而且证实了K lo et ez l
〔 ` ,

等人调查发现的高

温作业工人高血压患病率增高的结论
。

众多的研究表明身体超重是高血压的一个

危险因素
〔6了。

本研究发现高温作业工人身体肥

胖在患病率增高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

是否提示

高温易促使工人肥胖尚需进一步研究
。

较多的研究认为吸烟
、

饮酒对血 压 有 影

响
,

我们也发现这种现象
,

但进一步 分 析 表

明犷吸烟
、

饮酒在高温作业工人高血压患病率

增高上不起关键作用
。

有人提出高血压与血液粘度改变有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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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报导说高血压患者血液粘度增高
`
气

提示高温作业工人高血压增多可能有血液粘度

改变的因素存在
。 、

不管高温工人高血压增多的机理如何
,

作

者认为应当把防治高温作业工人的高血压病提

到日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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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亚硝酸钠中毒并发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1例报告

沈阳市劳动 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王 雁

急性亚硝酸钠中毒并发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的病

例报告甚少
。

现报告一例如下
:

患者卓某
,

男性
,

18 岁
,

沈职住院号
:

9 0 0 8 7
。

于

1 9 9 0年 2 月 1 6 日晚了时误将亚硝酸钠当食盐妙菜食用

数 口 ( 2 ~ 3克 ) ,

10 分钟后感到头晕
、

头痛
,

随之

出现腹痛
、

恶心
,

呕吐少许胃内容物
。

口唇青紫
,

立

即送往医院
,

经 吸氧
、

注射呼吸兴奋剂治疗
,

不见好

转
,

于 2 2时 30 分转入我院
。

该患平素健康
。

查体
: T 3 5

.

S
O
C

,

P 170 次 /分
,

R 22 次 /分
,

B P招
.
3 / 9

.

3 k P a . ,

神志 恍 惚
,

间 话 不 能 完 全 正

确对答
。

颜面自唇严重发组
,

被动体位
,

巩 膜 无 黄

染
,

瞳孔等大正圆
,
对光反应好

,

压眶反射存在
。

颈

软
、

无颈静脉怒张
,

呼吸平稳
,

双肺听诊呼 吸 音 清

晰
,

无干湿罗音
。

心率 170 次/分
,

心音纯
,

节 律 不

整
。

腹平软
,

肝脾未及
。

生理反射存在
,

病理反射未

引出
。

入院后立即给予持续低流量吸氧
,

美兰 80 血 g 静

点
。

并予以呼吸兴奋剂
、

硫酸镁导泻等药物治疗
。

一

小时后
,

颜面 口唇发纷较前好转
,

但仍神志恍惚
,

心

率工70 次 /分
,

节律不整
,

心电图提示
:
频发室早二联

律
,

三联律
。

立即给利多卡因 800 m g快速静脉点滴
。

3 0分钟后转律
,

意识逐渐恢复正 常
。

心率 10 0次/分
,

心音纯律整
,

再次查心 电图提示
:

窦性心动过速
。

继

续吸氧
,

营养心肌治疗
,

于 18 日以好转出院
。

讨论
:

亚硝酸钠的毒性是麻痹中枢神经系统和对

周围血管有麻痹作用 , 能将低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

血红蛋白
,

使血红蛋白失去携氧能力
,

造成各组织缺

氧
,

引起中枢神经系统
,

心血管系统以及其他脏器的

损伤
。

据报导
:
亚硝酸钠可 以直接作用于鼠的心肌纤

维
,

缩短心室肌的活动电位持续时间
,

增强 心肌的兴

奋性
。

本例年轻男性
,

即往健康
,

无家族性 心 脏 病

史
,

亚硝酸钠中毒后出现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

考虑

与心肌缺氧
,

心肌兴奋性增强和交感神经
、

付交感神

经张力变异有关
。

该病人经临床治疗观察随着亚硝酸

钠中毒的好转
,

心律逐渐恢复正常
。

但因病例甚少
,

故发生心律失常的机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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