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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负离子挂线法的效果评价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西 安 医 科 大 学 贫性 鹤 秦铁柱 李安伯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 邓 月莲 徐学杰

长期在空调环境中工作
,

人们易产 生 烦 闷
、

乏 为 20 一 45 岁
,

平均年龄胎岁
,

工作在空调间
,

人工空

力
、

恶心
、

头痛
、

工作效率及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等一系 气负离子浓度平均为 6 x 10’ 个 /cm
3 ,

每天工作 6小时
,

列的
“

空调病
”

表现
。

本着改善空调车间空气质量的 每周 c天
,

持续时间 1年 ; 对照组女工 31 人
,

年龄为加

目的
,

在卷制车间空调房采用人工空气负离子化挂线 ~ 46 岁
,

平均 29 岁
,

工作在非空调车间
,

空气负离子

法
,

产生大量的人工空气负离子来改善空调间的空气 浓度平均为 100 个c/ m ,
。

两组人员其他工作条件基 本

负离子缺乏状况
。

在采用人工空气负离子化一年后
,

相似
。

对该法的效果及保护工人健康作用进行卫生学评价
。

取距枕部头皮 2 ~ 3
mC 内的头发约 。

.

69
,

经湿式

我们对卷制车间空气离子状况及57 名女工发内微量元 消化处理
,

在S p ec 切 A A
一

40 型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素 C u 、

Z n
、

M n
、

F e做了检测
。

度计上测定发内 肋
、

Z n
、

M n
、

F e的含量
,

微机处理

一
、

对象及方法 打印结果
。

选择卷制车间空调问及非空调间工作 -啤 以上的 二
、

结.

盯名女工作为研究对象
。

其中观察组女工 26 人
,

年龄 (一 ) 车间空气离子浓度及微小气候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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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车间空气负离子在未开离子发射机前
,

其负

离子 浓度明显比室外低
,

然而在采用空气 负 离 子 化

后
,

其负离子浓度明显增加达 6 又 1 0’ 个 / cm
, ,

这样

采用挂线法产生的空气负离子
,

可明显改善空调车间

空气负离子的缺乏问题 (见表 )
。

同时
,

与一年前安装

时测定结果比较表明
,

空气离子挂线法所产生的空气

负离子在长时间的应用中能保持较好的水平
。

(二 ) 女工发内微量元素C u 、

Z n
、

M n
、

F e 含

量的测定洁果
:

本研究测定了 26 名长期在人工空气负离子状态下

及 31 名在一般工作环境中女工发内微量元素C u
、

Z几

入1九
、

eF 的含量
。

测定结果表明
:
长期吸入人工空气负离子对女工

发内微量元素 C u
、

Z n
、

M九
、

F 。 无明显影响
,

人工

空气离子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其发内微量元素 C u
、

Z n
、

M n
、

F e 含量无明显差异 ( P ) 0
.

0 5 )
,

但有提高

C u / Z n 比值的作用
。

三
、

讨论

空调车间由于采用全面机械通风措施
,

包括空
2 心

过滤
,

喷淋加湿
、

加热或冷却等空气处理过程
,

空气

经处理后
,

粉尘及细菌数明显减少
,

温湿 度 得 到 控

制
,

但空气中负离子数却大量丧失
,

导致空调车问室

内空气负离子浓度明 显减少
。

本实验研究表明
:
在 空

调车间关闭空气负离子发射机时
,

空气负离子浓度降

低至 6 5个 / cm
, ,

而开启负离子发射机后
,

可使空气

负离子浓度明显提高
,

反 映该装置可 以满足 空调车间

改善空气负离子缺乏的要求
。

同时
,

采用
“
人工空气

负离子挂线法
”

经过一年的使用观察
,

室内空气负离

子浓度仍能保持较高水平
,

说明该装置质量可靠
。

微量元素 C u
、

Z n
、

M n
、

eF 均是体内的必需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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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元素
,

是体内许多金属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机体

的免疫
、

疾病甚至肿瘤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

徽 t

元素一旦沉积于头发内就不再被吸收
,

因此
,

采用生

长期的头发内所含微量元 素的变化可间接反映体内微

量元素的蓄积状态
。

本实验测定结果表明
:
长期吸入

高浓度空气负离子对发内微盘元素 C u
、

Z n
、

M n
、

eF

含量无明显的影响
。

反映工人长期在高浓度空气负离

子环境下工作
,

对机体的徽量元素代谢无损害作用
,

说

明该装置发射商浓度空气负离子对人体健康是安全可

行的
,

而高浓度空气负离子对发内 C u / Z n 比值的影

响
,

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

(西安医科大学 洲试 中心二室 田 万郎今加徽 t 元 t 洲

定
,

特 此致 谢
。

)

北京铁路发生急性职业病病例分析

北京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 1 0 0 0 3 8 ) 李 理

北京铁路管区内从 19 60年至 1 0 90年
,
三十年内共

发生邪起急性职业病事故
,

共 4 31 例
,

1 例死亡
,

4

例丧失劳动能力
。

现分析如下
:

一
、

资料来滚与分析

资料来源于 1 9 6 0年至 1 9 9 0年保存的病例及有关资

料
,

431 例病例是 由医科院卫生研究所等医院确诊的
。

急性职业中毒发生 23 起
,

296 例
,

占 6 8
.

7%
,

其中 3

例丧失劳动能力 , 急性职业性皮肤病 发 生 9起
,

100

例
,

占2 3
.

2 %
,

其中 1 例因铬酸烧伤而死亡
。

急性职

业中毒中
,

氯气中毒占2 8
.

0 %
,

其次是有机磷农药和

苯及同系物 (甲苯
、

二甲苯 ) 中毒
,

分别为 27
.

0%和

22
.

3%
。

职业性皮肤病中
,

由氮氧化钙粉尘引起的急

性职业性皮炎 占40 %
。

急性职业病发生的工种构成为
:

车站装卸工 13 5

例
,

占3 1
.

3 2 % , 车站人员 1 03 例
,

占2 3
.

9%
,

两者共占

5 5
。

2 %
。

急性职业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见下表
:

裹 急性职业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与构成

原 因 例数 构成 %

通风不 良

个人防护不 良

幼瓶盖松懈

装卸不当

峨瓶阀门爆炸

货物包装不 良

设备不检修

违反操作规程

意外事故

4 3 1 1 0 0
.

0 0

通风不良其中包括货车在装卸毒品时没有安装通

风设备
,

个人防护不良包括装卸工在装卸毒品时不穿

防护服
。

急性职业病发生与
」

季节有关
。

急性职业病的发生

多集中 6
、

7
、

8 三个月内
,

共有 22 起
,

占61
.

1%
。

二
、

体会与趁议

根据以上病例分析结果
,

我们认为做好以下工作

才能减少或杜绝铁路运愉过程中急性职业病的发生
。

1
.

制订预防措施
,

配备急救物品
,

加强宜传教

育
。

在 36 起急性职业病事故中
,

有 13 起发生在车站
,

受害者是装卸工和车站工作人员
,

共 2 38 例
,

占55
.

2

%
。

其事故发生的特点是
:

发起突然
,

人数多
,

污染

面积大
,

在短时间内可以造成严重后果
。

病例分析中

发现
,

中毒事故发生初期
,

直接受 害 者 只 有 4 ~ 5

人
,

由于没有应急措施
,

不能处理毒源
,

使毒物漫延

扩散
。

还因有人使用失效的防毒面具处理毒源而造成

中毒等
。

因此我们认为
,

车站装卸工和车站人员是预

防急性职业病发生的主要对象
,

车站各级领导必须给

予重视
,

要制订预防措施
,

包括组织措施和应 急技术

措施
,

配备氧气防毒面具等
,

加强对车站装卸工及工

作人员进行防止急性职业病发生的基本知识教育
。

2
.

加强署期内的个人防护工作
。

急性职业病的

发生与季节有关
,

36 起事故中
,

有 22 起发生在 6
、

7
、

8 三个月内
,

尤其是 7 月份就发生 9 起
。

这是由于天

气炎热
,

工人禾愿佩戴防护用具
,

从而造成毒物粉尘

的皮肤污染和大量吸入
。

另外还有部分受害者
,

原有

慢性病和高血压症
,

接触毒物后易中毒
。

为此要做好

署期前体检工作
,

加强对车站装卸工人的健康监护
,

在加强防署降温工作同时
,

落实
“

防止急性职业病发

生的各项措施
” ,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

3
.

加强货物包装安全检查
,

改善通 风 排 毒 设

备
。

引起急性职业病的原因不是单一的
,

然而根据病

例分析可 以看出
,

事故的主要原因与铁路运愉特点有

关
。

由于货物包装不安全 (包括盖子松
,

阅门爆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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