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 2

表 2 从事有害作业工人的体检情况

粉尘作业工人 ( 72人 )电镀作业工人 (4 6 1人 )

项 目

例数 %例数 %

神衰综合症

咳嗽
、

咳痰

鼻 甲肥大

2 1

15

3

苍白

糜烂

溃疡

穿孔

血压异常

心电 图异常

血色素异常

尿常规异常

2 9
.

2 6 4 1 1 3
.

9

2 0
.

8 8 8 1 9
,

1

4
.

2 2 0
.

43

1
.

4 6 1
.

3

一 6 8 14
.

8

一 1 6 3
.

5

一
一

5 1
.

1

1
.

4 4 0
.

9

一 9 1 ,

9

一 2 9 6
.

3

2
.

8 1 0 2
.

2

尹

l少
、
、
1卜!、

鼻中隔

情况不好的厂家作业土人各种阳性症状体征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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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占总检出率的76 % )
。

讨论和建议

通过此次普查
,

对该地区电镀行业的劳动卫生学

状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

并起到了对企业劳动卫生工

作的监促
、

指导和改进作用
,

同时也发现 了一些存在

的间题
:
如部分集体和绝大多数乡镇和个体企业的劳

动卫生管理及保护措施不完善
,

工人的定期体检或就

业前体检坚持不好或根本没有
,

有的甚至采取将有尘

毒危害作业的工人进行频繁轮换的方法以期达到减少

工人受毒害的 目的等
。

以上问题反映出我们对该地区

电镀行业劳动卫生管理工作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
,

为

此我们应紧密配合各级有关部门
,

加强对这些企业的

领导进行有关劳动卫生法规的宣传教育
,

同时对作业

工人进行劳动保护及卫生知识的宣传
,

提高他们的自

我防尘防毒意识
,

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
。

接触水泥粉尘对肺功能的影响

宝鸡市卫生防疫站 姬 雄

为了探明水泥粉尘对肺功能的影响
,

本文对 107 名

接触水泥粉尘的工人进行了肺功能测定
,

结果报告如

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对象 观察组为 107 例接触水泥粉尖的男性

工人
,

平均作业工龄 1 2
.

9 5年 ( 2~ 2 7年 ) , 其中吸烟人

数 91 名
,

占总例数的 85
.

0 5%
,

人均吸烟量 1 4
。
3支 /

日
,

平均吸烟史 1 2
。

连年
。

对照组选择仑8名不接尘的男

性工人为统计对象
,

其中吸烟人数 57 名
,

占总例数的

8 3
.

8 2%
,

人均吸烟量 12
.

9 支 / 日
,

平均吸烟史 1 0
.

9

年
。

两组基本情况比较见表 1
。

经统计学处理
,

两组

差异无显著性 ( P > 。
.

05)
。

可以进行比较
。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基本情况比较 (X 士 S D )

非 吸 烟 吸 烟

观察组

( fl 二 16 )

对照组

( n 二 1 1)

观察组

(n 二 9 1 )

对照组

( n 二 5 7 )

年 龄 (y )

体 重 (k g)

身 高 ( Cm )

体表面积 0 11 2 )

3 6
.

OQ士 1 0
.

8 8

6 3
.

1 9 士 I Q
.

0 4

1 6 7
.

38 土 6
.

27

1
.

6 7 2士 0
.

15 0

3选
.

S G士 10
.

0 7

6 3
.

6 4士 9
.

3 5

1 6 8
.

8 2 士 6
.

9 9

1
.

66 5 士 0
.

16 9

3 8
.

3 4 土 7
.

6 1

60
.

6 9士 6
.

7 4

1 6 8
.

15 士 6
.

3 9

1
。

6 45 士 0
。

1 10

3 7
.

5 1 士 9
.

6 1

6 1
,

1 6士 7 1 Q

1 6 9
.

0 7 士 5
.

6 4

1
.

6 6 8士 0
.

1 1 1

二
、

方法 采用D M -F 86 型肺功能仪
,

取立位至

少重复测定三次
J,

取其最大值进行分析
。

测定指标有

用力肺活量 ( F V C )
、

第一秒时间肺活量 ( F E V I )
、

最大

呼气中期流速 (M M E F )
、

第一秒时间肺活量占用力肺

活量之百分珍( F E v ,
/ F v C )

、

用力肺活量占肺活量预

计值之百分比 ( FV C / V C P R )
、

最大呼气流邀 P E F )R
、

7`%
、

·

50 %
、

25 % 肺活量时呼气流量 (V , , 、

V
, 。 、

V ” )及最大通气量 (M V V )
。

结 果

一
、

观察组与对照组肺功能测定结果 两组肺功

能测定结果如表 2所示
,

非吸烟者中
,

P E F R
、

V
; 。
两组

差异有显著性 ( P < 。 .

0 5) ; 吸烟者中
,

F V C
、

F E V : 、

FV C / V C P R
、

P E F R
、

V 7 , 、

V
, 。 、

M v V 差异有非常显

著意义 ( P < 0
.

0 1 )
,

M M E F 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
。
0 5 )

。

一

二
、

观察组与对照组各项肺功能指标异常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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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观察组与对照组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 (X土S D)

非 吸 烟 吸 烟 合 计
勺 . . . . .`网, . . . . . ,

一

一一一
-

`~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曰

一-
, ~~ , ~ . . . . . . . ` 卜 . .

观察组
( n = 1 6 )

对照 组
( n 二 1 1 )

P
观察组
( n = 9 1 )

对照组
(n = 5 7 )

P
观察组
( 11 二 10 7 )

对 照组
( n = GS)

P

F V C (M L ) < 0
.

0 1

F E V i (M L ) < 0
.

0 1

M M E F ( L /
s e c)

F E V i / F V C (% )

F V C/ V C P R (% )

P E F R (L / s e e )

V 7 , ( L / s e e )

V , o ( L / s e e )

V Z s ( L / s e e )

M V V ( L )

3 4 9 9
.

3 1 3 7 6 8
.

2 7

土 5 69
.

0 4 士 8 6 0
.

02

3 0 2 7
.

13 3 3 0 8
.

0 9

士 4 9 2
.

4 2 士 6 7 1
.

8 8

4
.

0 3土 1
.

1 3 4
.

8 4士 1
,

3 1

8 6士 7 8 8 士 8

9 1士 1 5 9 5 士 2 0

5
.

8 7 士 1
.

2 9 6
.

8 8 士 0
.

85

6
.

5 3 士 1
.

3 6 6
.

4 6 士 0
.

9 5

4
.

3 6士 1
.

2 3 5
.

4 7 士 1
.

3 5

2
.

2 7 士0
.

9 0 2
.

64 士 1
.

15

90
.

6 9 9 9
.

0 5

士 14
.

8 0 生 2 0
.

15

> 0
.

0 5 3 1 32 0 4 3 66 3
.

0 2

士 6 7 2
`

68 士 7 80
.

5 3

) Q
.

0 5 2 7 3 4
.

5 7 32 3 Q
.

37

士 5 7 4
.

76 士 6 0 5
.

6 0

> 0
.

05 4
.

0 6士 1
.

2 9 4
.

5 1士 1
.

0 5

) 0
.

05 8 8 士 1 2 8 8 土 8

> 0
.

0 5 8 2 士 17 9 5 士 2 0

( 0
.

0 5 5
.

8 4 士 1 4 8 6
.

8 8 士 1
.

4 3

) 0
.

QS 5
.

5 1士 1
.

52 6
.

5 0 士 1
.

5 0

( 0
.

0 5 4
.

40 士 1
.

4 1 4
.

9 8士 1
.

1 2

) 0
.

0 5 2
.

5 0 士 1
.

1 1 2
.

5 4士 0
.

8 3

) 0
,

0 5 8 1
.

9 2 9 7
,

0 9

士 17
.

24 士 18
.

4 2

< 0 0 1 3 1 8 6
.

9 6 3 68 0 7 8

士 6 68
.

8 3 士 7 8 9
.

2 3

< 0 0 1 2 7 7 8
.

3 2 3 2 4 2
.

9 4

士 5 7 0
.

7 8 士 6 12
。

17

< 0 0 5 4
.

0 5 士 1
.

2 6 4
.

5 7 士 1
.

0 9

> 0
.

05 8 7出 1 1 8 8 士 8

( 0
.

0 1 83 士 1 7 9 5 士 2 0

( 0 0 1 5
.

8 4 士 1
.

4 5 6
.

88 土 1
.

3 5

< 0
.

0 1 5
.

5 1士 1
.

4 9 6
.

4 9 士 1
.

4 2

< 0
.

0 1 4
.

3 9
、

士 1
.

3 8 5
.

0 6士 1
.

16

) 0
.

0 5 2
.

4 6 上 1
.

0 8 2
.

5 5 士 Q
.

8 8

( 0
.

0 1 83
.

2 3 9 7
.

4 1

士 1 7
.

1 3 士 1 8
.

5 6

< Q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QS

< 0
.

0 1

表 3 观察组与对照组肺通气功能各项指标异常检出率 比较

P

尸Oùaùa,01上,生,11勺,ó口
曰 .n.n田n怕八é八én姗OC协n.

ù
On

.
八.八.八é八口n.n.八ǹ自.V>V>>VVVVV

观察组 ( n = 1 0 7) 对照组 ( n = 韶 )

指 标 异常检出界

— —
例 数 % 例 数 %

F V C (M L ) ( 8 0% 2 9 2 7
.

1 0 8 1 1
.

7 6

F E V i (M L ) < 80% 1 7 1 5
.

8 9 4 5
.

8 8

M M E F (L /
s e e ) < 7 5% 1 8 1 6

.

8 2 5 7
.

3 5

F E V :
/ F V C (% ) < 8 0 2 5 2 3

.

3 6 5 2 1
.

7 6

F V C / V C P R (% ) ( 8 0 4 4 4 1
.

12 1弓 2 2
.

0 6

P E F R ( L / s e口 ( 7 5% 54 5 0
.

4 7 1 6 2 3
.

5 3

V 7 , (L / s e )C < 7 5% 5 6 5 2
.

3 4 2 0 2 9
.

4 1

V s 。
泛L /

s e c) < 7 5% 1 6 1 4
.

95 3 4
.

4 1

V Z :
、

乙 / s
e )C < 75% 9 8

.

4 1 2 2
.

94

M V V ( L ) < 8 0% 3 7 34
.

5 8 8 1 1
.

7 6

比较 由表 3可见
,

观察组肺功能异常检出率高于对照

组
,

经统计学处理
,

F V C / V C P R
、

P E F R
、

V , , 、

M V V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 P < 0
.

01 )
,

FV C
、

F EV
: 、

V
S 。差异有显著意义 ( P < 。 .

0 5 )
。

小 结

本文测定结果表明
,

水泥粉尘对作业工人的肺功

能有一定损害
,

主要表现在反映气道阻塞的指标明显

降低
,

损害特征为阻塞性肺通气功能障碍
。

吸烟者肺

功能指标减退 也较明显
:

,

提示吸烟可加速对水泥作业

工人肺通气功能的影响
。

某焦化厂职业性多发病调查

山东省荷泽地区卫生防疫站 张永福

焦化厂在生产过程中逸散到空气中的毒物是多种

多样的
,

因而造成的职业危害是复杂的
。

为了解该厂

职业性多发病情况
,

对车间现场劳动卫生情况及职工

健康进行了调查
,

报告如下
。

对象及方法

1
.

对象
:

40 8 (男女之比约 3:1 ) 名焦化厂职工

为接毒组
,

年龄 1 6~ 54 岁
,

平均工龄 10
.

54 年
。

选择 80 名

无毒物接触史的该厂行政科室人员为对照组
。

年龄 20

~ 5 5岁
,

平均工龄 1 2年
。

2
。

观察方法及标准
:

对现场 3
,
4 苯并花

、

一氧

化碳
、

氨
、

苯可溶物
、

酚
、

蔡六种毒物进行了现场测

定
,

了解作业环境情况
。

用统一表格询问职业史
、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