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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摘登
·

混合词料粉尘所致接触性皮炎的调查

四川省安岳县卫生防疫站

为了解混合饲料粉尘对皮肤的损害
,

我们于 19 90

年了~ 8月对安岳县两家饲料厂工人和一百户村民进行

了皮肤病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一
、

对象和方法

1
.

选择安岳县两家饲料厂的 77 名生产工人和一

百户长期使用混合饲料的 13 0名村民为调查对象
。

莎77

名工人中
,

男 34 人
,

女韶人
;
年龄 19 一 59 岁

,

平 均

30 .7 岁 ; 工龄 6个月一 30 年
,

平均12
.

3年
。

1即名村民

中
,

男 3 8人
,

女 9 2人 , 年龄 17 一 56 岁
,

平均 3 7
.

6岁
。

2
.

生产工人在星期六上午工作 2小时后
,

村民

在中午
、

晚上喂养家畜以后进行皮肤病检查
。

3
.

饲料粉尘用浙沈
一
A 型尘粒分级 采 样 器 按

G B 5 7 4洲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 测定
。

二
、

结 果

1
.

劳动卫生情况

(1 ) 混合饲料生产是将糠
、

豆米
、

麦扶
、

骨
、

蚕

蛹和鱼
,

按一定比例粉碎混合
,

同时掺入盐和铜
、

铁
、

锌等 2 4种微量元素
,

然后进行包装
。

经测试粉碎机进料

口空气中
,

饲料尘浓度为 7
.

5~ 了8
.

6m g /狱
3 ,

平均为

2 7
.

3m g /伐
” ;
出料口为 9

.

9一 6 0
,
3m g /m

” ,

平均为

1 3
.

6m g /m
3 ,包装处为 3

.

4一 36
。

0拼 g
j

m 3 , 平均为

陈去生 田 云

I o
.

om g/ m , 。

工人个人防护用品有工作服
、

手套和口

罩
,

车间主要采取自然通风
。

(2 ) 农民多数用手直接捧混合饲料拌入其它饲料

中
,

8 。% 以上无喂养家畜后洗手的习惯
。

2
.

接触性皮炎患病情况
i

77 名生产工人中
,

皮炎患者 20 人
,

患 病 率 为

26
. 。%

,

其接尘工龄最短 6个月
,

最长 11 年
,
平均 5

.

8

年
。

13 0名村民中
,

皮炎患者 3人
,

患病率为 2
,
3 %

。

本

次调查总患病率为 1 1
.

1%
,

生产工人皮炎患病率显著

高于农民 ( P < 0
.

0 1 )
,

发病与性别
、

年龄
、

本专业工

龄无关
,

生产工人皮炎患者中 4 7
.

6% 于连续接触饲料

1一 3周后发病
。

皮炎主要发生在四肢屈 侧
、

后须
、

胸

腹
、

腹股沟
,

农民发生在手及前臂
,

面部未累及
。

皮

损表现为密集成片丘疹
,

重 者出现水疙糜烂
,
以颈

、

脐周为甚
,

自觉痛痒
。

脱离工作皮损好转
,

病程 2周

左右
。

对 12 名接触混合饲料尘工人 (其中 6名曾患皮炎 )

和 G名对照人员
,

用饲料尘加水配成的% 的浓度
,

按

规定方法敷贴背部进行 4 8小时封闭式斑贴 : 去掉斑贴

物 1小时后观察
,

一次结果斑试阳性 3 例
,

其中 2例曾

患皮炎
,
1例为接尘工人

。

对 照组全部阴性
。

棉尘作业女工鼻咽部疾患调查

福建省三 明市职业病防治院 张莉莉 段 志 肖方威

为探讨棉尘对作业女工鼻咽部的危害
,

作者对某

纺织厂和某棉毯厂 3 5 2名女工进行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

对上述二厂进行劳动卫生学调查
,

按车间
、

工序进行采样测出车间空气中棉尘浓度范围

为 0
.

5乃
/
3 9

。
3m g加 1 3 。

同时以直接救触棉尘 的肠 2名女

工 (纺织厂 2 2 4名
、

棉毯厂 12 8名 )为调查对象
,

平均年

龄约
. 。岁

,

平均工龄 .8 3年
。

另选择未按触棉尘的女

工 1 2 4名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艇
.

4岁
,

平均工龄。 .

c年
,

由1司一 名医师按五官科常规体检
,

诊断标准依据赣南

医学专科学校等主编的 《五官科学》 (赣南 医学专科

学校等主编
、

五官科学
.

人民卫生
一

出版 社
,

1 9脸
,

第

15 1~ 17 7页
,

第 2 2仑页
。

)

结呆与讨论
:

本次调查 352 名棉尘作业女工均无

吸烟史
,

排除吸烟因素
。

检出鼻部各种疾患为 4 7
.

选%
’

其中以过敏性鼻炎检出率最高为 2 3
.

3%
,

其次为慢性

鼻炎加
。

6 %和干燥性鼻炎乳息%
,

与对照组 17
.

7 %相比

有极显著差异 (尸< 。 .

01)
。

慢性咽炎检出率为 5 8
`
8 %

,

较对照组朔
.

0%亦有统计学意义 (P < 。
.

05 )
。

棉尘组女工慢性鼻咽部粘膜炎症的患病率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
,

可证实棉尘对上呼吸道粘膜 有 刘 激作

用
,

使粘膜防御功能受到破坏
,

引起慢性炎症
。

提示鼻

咽部慢性炎症是棉尘作业工人的多发病
,

棉尘对鼻咽

部的危害不应忽视
。

各种鼻病中过敏性鼻炎检出率最

高
,

说明棉尘对鼻咽部的仓害除朝激作明外
,

还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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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有关
。

另发现千燥性鼻炎棉尘组虽较对照组有极显

著差异 ( P < 0
.

01 )
,

但检出率仅2
.

3 %
,

较李氏报 道 的

13
。

04% 低 (李天锋等
。

纺织女工的慢性鼻病调查
。

职业医学1 9 8如 1 1 ( 3 ) : 6王)
。

萎缩性鼻炎在本调查中

仅占0
.

6 %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究其原因是否与

本次调查的女工工龄在 1~ 10 年的占受检人数 7 3
.

9%
,

工龄偏短有关
,

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
。

·

基层园地
·

两起职业中毒死亡事故的分析

沈阳市铁西区卫生防疫站 陈积达

事故一
:

某厂硝氧化岗位使用硝酸
、

硫酸的混合液与乙苯

进行反应制取对硝基乙苯
,

反应方程式如下
:

H Z 5 0 4 + H N
,

0 3 + H Z O 一一
奢
混合酸

混合酸 十 C 6H S C Z H S

—
- 弓

卜

3 0 ~ 3 5 “
C

O Z N一 C 6 H s
一 C : H S 十 H Z O

+ H Z S 个

S
S1I尹\

P
/\

OORR

在生产过程中
,

操作者没有控制住反应温度
,

反应釜

内温度升高
,

使硝酸分解
,

产生大量氮氧化物泄漏到

车间内
。

而这个硝氧化岗位作业空间狭小
,

即无自然

通风
,

又无有效的机械通风
,

有毒气体不能 迅 速 排

出
,

操作者吸入了较大量的氮氧化物气体
。

受害者不

了解氮氧化物对人的危害
,

更不知道其中毒具有较长

的潜伏期
,

没有立即到医院就诊
,

而于愈个半小时后
,

感到胸闷才到一综合医院看病
,

但没有主诉吸入 了氮

氧化物
。

待病情加重
,

肺水肿和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出

现后
,

方转诊到职业病院
,

此时离吸入毒气 已 14 个小

时
,

贻误了抢救时机
,

终于死亡
。

事故二
:

某厂利用高碳醇 ( R O H )和五氧化二磷 ( P Z O , )

作原料
,

生产选矿药剂
“

捕
一」7 ”

S

sH 夕
,

反应方程式
: R O H 十 P

Z

叽升

操作者由于没有控制住反应速度
,

反应过程中产生了

大量的硫化氢气体
。

该作业厂房低矮
,

自然 通 风 不

畅
,

无紧急通风设备
。

有害气体不能迅速排出
,

三名

操作者当即 昏倒
,

当十几分钟后被发现时
,

没有立即

就近送往仅 3一 4千米远的职业病院
,

而是送往距离较

远的某大医院
, 、

至少延误 了 10 多分钟
,

失去了宝贵的

抢救时间
。

其中两名工程师抢救无效死亡
。

从 以上两起事故可以看出
,

它们具有几乎相同的

特点
:

1
。

生产不正常时
,

即可能有大量有害 气 体 产

生
,

(前者为氮氧化物 ; 后者为硫化氢 )
,

但生产单

位
,

操作者对此生产不正常所产生后果缺乏认识
。

2
.

工作人员操作时
,

均无防毒面具
。

3
.

作业现场自然通风
、

机械通风较差
,

特别是

没有按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的要求设置事故排

风装置
。

4
.

中毒者
、

现场抢救者缺乏必要的职业病防治

知识
,

延误 了抢救时机
。

因此
,

这两起急性职业中毒死亡事故是具有其必

然性的
。

希望具有类似生产环境
、

类似生产性质的单

位从中吸取教训
。

九甲

尹\P\/

简 讯

受卫生部和化工部委托
,

由北京 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研究中心负责主办的全国急性职业中毒研修班 于

1 9 9 1年 9 月 8 日至 。 月 2 8日在北京举办
。

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
,

涉及卫生
、

化工
、

石化
、

机械
、

电子
、

军工等部

门限疗职防机构的珍 7名学员参加了这次研修班的学习活动
。

本次研修内容主要包括讲授常见急性职业中毒的现代理论与临床实践
、

内科急危病症的诊断与处 理
、

现 代

诊疗仪器在急性职业中毒中的应用
。

另外还进行了典型急性职业中毒病例的讨论和分析
,

以及急救设备和 急 救

技法操作的见 习
。

由于讲课内容丰富充实
,

讨论生动活泼
,

使全体学员有较大收获
,

圆满完成了教学 任 务
,

达

到了本次研修班的预期目的
。

(史志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