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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检验结果异常率比校

接触组 (6 4例 ) 对 {兮; (王一 ` 6 9例 )

异常例数 异 常率 ( %) 异常玄鸿数 异常率 ( %)

白细胞< 4
.

o x l 、

,,/ L

血 红蛋白 < 1 00 9 / L

血 小板 <了。。 又 1 , / L

2 8
.

1 2

12
.

5

9
.

3 8

1 1
.

5 9

7
_

2 5

5
.

7了

1
.

04

0
.

6 1

< 0
.

0 5

> 0
.

05

> 0
.

0 5

2
.

长接触组症状 以睡眠障碍
、

头晕
、

头痛
、

乏

力等神经衰弱综合征为主 占80 %
;

其次为食欲不振
、

牙敞出血冷
。

未见有意义的异常体征
。

对照组
,

卜除个

别有头晕敌状外 , 卉体无异常
。

3
.

门组血常规检查
:
见 表 2

。

三
、

讨 论

职业危害因索对生殖的彩响
,
日益受到爪视

。

研

究表明苯对女工生敏功能 IJ’ 严重的危害
。

本文笨接触

组中白带异常为3 5
.

9 4 %
,
对照组 7

.

25 % ( P < 。 .

05
,

R R = 4
.

96 )
,

经血异常为 4 3
.

7 5 %
。

对照组 8
.

,t’ % ( P

( 0
.

0 5
,

R R
= 5

.

0 3 )
,

均属强联系
,
说明准对女工 白带

及经血异常的影喇廷明显的
。

产生白带
、

经血 异常的

原因 忆夏杂的
,
可 能与任

) 、 血中的苯类等化学物质及

代谢产物对子宫粘膜
、

子宫须的长期刺激而继发感染

及免疫等多种 ;)1I 索 l’J’ 关
。

」t确切机理尚需 进 一 步 探

讨
。

1它8 9年吴氏报道不 作业女工子代先天畸形发生率

增高
,
不能除外

,
一

准可能具有致畸作川
。

本文苯接触

组中胎儿畸 呢
、! f 3

.

1 3 % , 对照组无 , 也说明苯有致畸

的可能
。

木次调查 血常规结果接触组白细胞异常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
,
差 异了J’ 显著意义 , 说明接触者血液系

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

催化剂生产中金属粉尘对工人肺功能慢性影响均调查
四川化工总厂职业病防治所 ( 0 1 0 3 0 0)

成都市青白江区医院

何文 雍

王玉珠

催化刊
`

1二产巾 , 工人接触的粉尘主要含铁
、

镍
、

铬
、

钒
、

金
、

铜等金属 (以金属氧化物形式存在 )
。

为了解金属粉尘对作业工人肺功能的慢性影响 , 我们

对我厂催化剂分厂的操作工进行了肺功能测定
。

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对象

(一 ) 观察组
:

催化刘 分厂接触金 属粉尘 的工人

1 73名
。

男 1 1 2名
, 1 8一 4 8岁

,
平均 3 5

。
7岁

,
、

l孔均按尘

工龄 1 3
.

1年
;
女 61名一 1 8一凌4岁

,
平均 3 3

.

6岁
,
平均

接尘工龄 1 0
.

2年
。

(二 ) 对照组
:
不接触粉尘和刺激性气体的工人

1 2 9名
。

男了6名
, 1 9~ 5 4岁

,
平均 3」 .

5 岁
,
平均工龄

1 2
.

7年 ; 女 5 3名
, 1 9~ 5 1岁

,
平均 3 1

.

弓岁 , 平均工龄

1 0
.

9年
。

两组男工吸烟率相近
,
女工不 吸烟

。

身高
、

体重

相近
。

二
、

测定方法和项目
:

采用 土海医疗器械研究所生产的 H l一 2 98 型肺功

能测定仪
。

受检齐按要求密切配合
。

符合要求者作为

统计分折对象
。

所有检查结果均采用实测值占顶计值的%表示
。

反映大气道的 L要指标 V C
、

F V C
、

F E V : 分别低于各

日别卜御980 % 为异常 ; 反映小气道的 !三要指标命
, . 、

V Z 、 `
氏于其预计值的 6。%

、
5 0 % 为异常

。

对两组异常

率进 行比较
。

观察组按接尘作业工龄分组 , 研究尘龄
一

,
月巾功能

异常户J的关系
。

结 果
一 、

劳动岗位粉尘浓度
:

对碾料
、

压 件
、

包装岗

位两年内采样 2通次
,
结 果为 1

.

1~ 2 4 2
.

O m g /m
3

,

平均

2 8
.

2 m g /讯 , 。

二
、

肺功能测定结果 见 表
。

由 表 可 见
, V C

、

F V C
、

F E V i 的异常率观察组高于对爪{爱}1
。

V C
、

乙
’

V C

两组无明显差异
。

F E V I 两组有显著性差异
。

、
一 , 。 、

V ” 的异常率观察红L裔于对照组
,

两组 有显著性 旅译
。

三
、

将观察组男女工人 按尘龄分 组
,

一

了解尘龄 与

肺功能异常 bIJ 的关系
。

结果丧明
,
尘龄增加

,
一般通

气功能异常改变不明显
,
而小气道功能异常率随尘龄

增加而增高
。

尘龄咬 5 年
一

与 5年 以上比较
。
有 显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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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观察组与对照组肺功能 (实/ 预) 异常率比较

V C
`

( 80 %

人 数

F EV i ( 5 0 %

异常数 %

V Z , < 5 0 ; `
组 别

异常故 %

F V C < S Q%

异常数 %

V , o ( 6 0 %

异常数 % 异常数 %

3
.

5 7

3
.

2 9

2
.

63

1
,

8 9

勺̀1二丹O八d,土n匕丹若户D
目.土

男女男女
观察组对照组

4 5
.

6 6

1 9
.

38

7915观察组

对照组

1 73

12 9

3
.

通7

2
.

3 3

6
.

94

5
.

4 3

15
.

6 1

6
.

9 8 :{
3 4

.

6 8

9
.

3 0

合计

P > 0
.

5 > 0
.

5 ( 0
.

0 25 ( 0 0 0 5 ( Q
.

0 0 5

一
~

-
. . . . . . . . . . 口 . . . 口. . . . . 口 . . . . . 曰 . 口 . . . . . . . .

差异 ( P < 0
.

0 0 5 )
。

讨 论

研究表明
,

伞属尘 (氧化铝
、

氧 化 铁
、

硬 质 合

金 ) 对呼吸系统有肯定的损害
,
可致肺纤维化

。

在催

化剂生产过程中 , 工人接触含铁
、

格
、

镍
、

钒
、

锌
、

铜等金属粉尘
。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
,
在催化剂生产中

所产生的粉尘对大气道的损伤不明显
,
而对小气道功

能有明显的损伤作用
。

接尘工龄 5 年以上肺小气道功

能损伤十分明显
。

小气道损伤的原因可能是与金 属粉

尘主要沉积于小气道内有关
。

有资料表明
,
金 属粉尘

致肺慢性病理性改变的病变常沿小支气管伴随的血管

周围及其支气管肺泡群分布
。

因此
,

在催化剂生产中

所产生的粉尘 , 一方面含有铬
、

镍等毒物
,
另方而作

为粉尘对肺功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

应加强生产中粉

尘的控制
。

活性炭粉尘致尘肺的追踪观察报告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 24)

东北制药总厂职工医院

贾启安 王 方华 杨 薇

宁汝南 李昭式

为探索活性炭生产性粉尘对生产工人盆的危 害 程

度 , 我们对某厂活性炭生产车间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

查和健康检查
,
现将调 查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车间劳动卫生学调查

该车间于 1 9 4 9年 5 月刀
:

始生产
,
当时有 30 余名工

人 , 每月生产量 2 吨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70 年代生产

工人增至 0G 余人
,
月生产能力达 50 吨

。
1 9 8 3年该厂停

止生产 活性炭
,

车间取消
,
工人另行安排工作

。

投产初期
,
设备简陋

,
乎工操作

,

缺 乏 防 尘 设

备 , 车间粉尘浓度高达每立方米数百毫克
。

1 9 6 6年以

来
,
先后几次对旧厂房进行改造 , 车间粉尘浓度有所

下降
。

活性炭生产是以松木炭为原料
,
用高温水蒸气物

理法生产粉状脱色活性炭
。

活性炭真比 重 为 1
。

83 ~

2
.

3
,

假比重为0
.

3一 0
.

5 ,

其化学组成碳纯度达 98 %
,

余为水份 1
。

25 %
、

灰份 1
.

23 %
、

氢 0
。

9%
、

硫 O
。

17 %
、

氮。 。
2 4% , 主要用于制做药品及食品的脱色剂及解毒

扣{
。

生产工艺过程
:

松木炭 , 粉碎 ` 筛分` 活化 , 粉

碎 , 洗炭 (反洗 ) 、 脱水
一

*
二

卜燥 ) 成品包装
。

由于活性炭粉尘较轻
,
易于 飞扬

,
再加上密闭不

严 , 因此
,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 (见衷 )

。

表 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 m g /m ,)

测定地点 样品数 范 围 平均浓 度

粉碎机加料 口 , 3 70
.

0 ~ 77 3
.

0 3 0 9
.

5

振 动筛下料 口 9 3 2
.

0~ 2 16
.

0 7 d
.

o

活 化炉装炭 口 6 9 7
.

0~ 佗 8 0
.

0 2 18
.

0

成品 包装 6 6 2
.

0~ 2 90
.

0 1了 6
.

。

千燥室 1 2 5 5
.

0~ Z d s
.

o 1 4 7
.

5

粉尘分散度测定结果
:

不同作业场听粉尘粒子小

于 5微米占 92 % 以上
。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游离二认 化此含星 以 }
’

l然沉

降法采样
,

结果为2
.

0 % 以下
。

二
、

临床及 X线分析

1
.

活性炭尘肺检出结果 1 9了引卜月部分丁丛 进

行尘肺普查
,

其中发现 4 例具有尘肺特证性改生
。

为

追踪观察 , 1 9 9 0年对 52 名原从事活性炭生产
_

」几人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