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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
,

接尘工龄最长 3 8年 , 最短 2 3年
,
平均 2昨年

。

依

据尘肺诊断新标准
,
经市尘肺诊断小组确诊

,
诊断 I

期活性炭尘肺 8 名 ( 15
。
4% ) ,

C
`

9 名 ( 17
。

3% )
。

2
.

临床症状 部分工人有轻度胸闷
、

气短
、

咳

嗽 , 体力活动较大时症状明显
。

3
.

通气功能检查情况 22 名工人中 , 16 名有不

同程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 8 名为阻塞性

、

限制性

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
,
表现为第一秒时间肺活量

、

最

大通气量
、

肺活量及最大呼吸中期流速降低
,
通 气功

能的受损程度与胸部 X线改变是一致的
。

4
.

胸部X 线检查结果 活性炭尘肺的X 线改变

与石墨
、

炭黑尘肺 111 似
,
主要 是在两侧的肺野

,
尤其

是中下肺区 (以右侧为重 )可见到密度较淡的小阴影 ,

类圆形为主
,

其中
“
P

”

型最常见
。

有的还能看到密度

较低的不规则形小阴影
。

少数病人肺门结构稍乱
、

模

糊
、

肺纹理有不同程度增强
。

两例伴有肺气肿征象
。

三
、

讨 论

1
。

关于活性炭粉尘能否致纤维化作用问题
,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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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意见
。

佐野及大和等人据 1 例剖检所见
,
认为

活性炭粉尘可以引起肺组织纤维化
,
否认惰性扮尘 11T

良性尘肺的概念
。

而 G r o ss 经动物实验没有发理肺组

织纤维化
,
认为活性炭粉尘应属于

“

杆;性
”

粉尘
。

我国近儿年来对接触活性炭粉尘的工 人
,
进行 厂

健康危害的调查
,

有检出活性炭尘肺 的 报 道
。

本 调

查在 52 名工人中发现 I 期尘 肺 8 例
,
检 出 率为

1 5
.

4%
。

本文认为活性炭粉尘和炭黑
、

石 堆一 样均为

炭素系
,
长时间接触高浓度粉尘可 以引起尘肺

。

2
.

活性炭粉尘致病程度
: “

在 8 例活性炭尘肺

中
,

有 4 例于 1 9 74 年即诊断为 I 期尘肺 , 经过 1 6年动

态观察
,

胸片未见好转
,
且有加垂趋势

,

但不象汐肺

那样进展迅速
,
说明活性炭尘肺病程缓慢

。

另外在原

6 名 0
+

中
,

有 3人由可疑晋为 1期尘肺 (已脱离粉尘 2

年 ) ,
平均发病工龄为42 年

,
说明活性炭尘肺发病工

龄长
、

进展较慢
,
临床过程和低浓度矽尘引起的矽肺

相似
。

再有活性炭尘肺与矽肺相比
,

肺结核并发率并

不高
,

本文 8例尘肺患者中无 1例并发结核
。

对噪声作业女工心电图改变的分析
朝阳市职业病防治所 ( z召2 0 0 0 ) 冀秀珍

随若近代工业的发展
,

各种工业噪声对工人健康

的影响越 长越显峪出米
。

据国内外资料报道
,

较强噪

声长期作少11 于人体
,

能够引起一些器官的不 良反应
,

可出现 心动过缓
,

心律不齐
,

传导 :IJ王滞
,

S T一 T位移

等心 电图改变
。

也有资料报道
,

认为噪声对接触者心

电图无不 良影响
,

各家学者分歧较多
。

因此
,

噪声与

心电图的关系需进 步探讨
。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噪声与心电图各种改变 l为

关系
,

我们初步分析 了 18 ~ 拐岁 312 名 工 人 (观 察

组 ) 的心 「川划表现
,

并与 2 6 4名非接触噪声女工 (对照

组 ) 相比较
,

以 10 年为
」

年龄段
,

分为 18 ~
,

28 一
,

38

一 J S二二个年龄组
,

) l! I
、

I
、

I
、 a V I飞

、 a V L
、 a V 上

’ 、

V l 、

V 3
、

V ,
九个导联

,

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见表 1
,
艺

,
3

。

表 1

年龄

各年龄组人数

观察组人数 对照 淤 仪数

的跳4364óO,ó通
`
,úOUn.ǹ1

`ù .注ù .洁no1 8~

2 8~

3 8 ~

合计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 心电图改变阳性率 ( % )

组别 总异常 过速 过缓 不齐 过缓不齐 S T一 T改变 低电压 早搏

观察组

对照组

P

2 9
。

4 9

1 8
。

1 8

< O
。

0 1

2
。

5 6

2
.

2 7

> O
。

05

2
。

2 4

1
。

5 2

> 0
。

0 5

1 2
。

8 2

5
。

6 8

< 0
。

0 1

3
。

2 1

1
.

8 9

> O
。

0 5

不完全右

3
。

2 1

0
.

3 8

< O
。

0 5

0

) O
。

0 5

么
。

5 6

2
。

5 6

> 0
。

0 5

0
。

C扭

1
。

5 2

> 0
.

心5

表 3 同年龄组 心电图各种阳性率 ( % )

年龄 总异常 过 速 过 缓 不 齐 过缓不齐

八 B A B A B A B A B

二 8一 3 2
.

2 6 1 1
.

弓l〕 1
.

C人 3
.

7生 1
.

2 3 2
。

1 5 1 4
.

与2 1
.
火公 连

.

2 0 3
. 仁O

2 8 ~ 2 5
.

4 9 . 2 3
.

1 4 2
.

3 9 0
.

9 8 2
.

2 6 1
。

9 6 9
.

8 含中 工户
.

7 1 1
.

9口 1
。 C S

3七~ 2 5
.

0口 忿
、 .

9 3 0 0 4
.

1 7 4
.

6 5 1 2
.

5 2
.

3 3 0 0

. 口 . . , . . . . . , . . . . . , . 口 , .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户 . . . . 曰 . 阅. . , .

一
尸 , . ~ . , ~ , . . . . , . . . . 曰 . . . ` . , . . 润 . . 口 . . 口 . . . . .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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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

续雇三
_ _ _

_ _ _ _ _

年岭 不完全右束支阻滞 ST一 T改变 低 电 压

AB

1 8~

8 2~

38~

·

6 7

。

6 9甲

注
:

A为观察组
,

B 为对照组
,
P < O

。

01

讨论
:
从表 2

、

3可以看出在心电图的各种改变

中
,

噪声观察组的总异常率与对照组之间有显著性差

异
,

其
,

卜窦性心律不齐和不完全右束支阻滞的阳性率

与对照组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

主要表现在 18 一 28 岁

年龄组
,

而 28 ~
,

38 一 48 岁年龄组各项心电图改变都无

显著性差异
。

据有关文献报道
,

噪声可使交感神经张力增高
,

从而产生心率加快
,

心律不齐
,

S T 一 T位移等心 电图

改变
。

同时也看出
,

噪声对 18 一 28 岁年龄组的心 电图

影响较强
,

而 28 ~
,

38 一铭岁年龄组的则较差
。

铬作业工人鼻损害的调查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10 0 2钓 邢 玉华 李世绵

我们对某化工厂铬盐车间操作工共 5 19 人鼻 粘 膜 鼻甲粘膜同时有改变时分别统计
,

可重复
。

并对化工

进行了检查
。

其中男 396 人
,

女 1 23 人
,

年龄 18 ~ 56 厂生产环境中六价铬化合物浓度用苯碳酞二阱比色法

岁
,

工龄 1 个月~ 25 年
。

同时选某机械修造厂不接触 检测
。

检查结果如下
。

铬的锻工 1 20 人做对照
,

年龄
、

工龄情况相仿
。

主 要 对 5 19 名操作工检查发现鼻粘膜 {J’ 不同程度 损害

检查鼻中隔和下 鼻甲粘膜的改变
。

鼻中隔粘膜同时有 者 3 96 人
,

占总数的7 6
.

3%
,

具体情况见表
。

两种改变时按较重改变统计
,

互不重复 , 鼻中隔和下

表 铬作业工人鼻损害情况

组 人 鼻 中 福 下 鼻 甲

别 数 充血 苍 白 糜烂 掇痕 穿孔 合计 充血肿大 苍白 缩小 姜缩 合计

观察组 5 19
检 出数 55 6 0 8 1 2 4 3 0 2 5 0

( % ) ( 1 0
.

5 9 ) ( 1 1
.

5 6 ) ( 1 5
.

6 1 ) ( 4
.

` 2 ) ( 5
.

7 5 ) (魂5
.

17 )*

检 出数 0 0 0 0 0 0

( % )

2 4

( 4
.

6 2 )

6 6 3 6 2 0 1 4 6

( 1 2
.

7 2 ) ( 6
.

9 4 ) ( 3
.

8 5 ) ( 2 8
.

1 3 )

对照组 12 0

1 6

( 13
_

3 3 )

1 1 7

( 0
.

8 3 ) ( 14
.

1 6 )

. 与对照组相比 P < 。
.

0 5

30 例鼻中隔穿孔者
,

工龄不满 1 年 的 10 例
,

占

8 3
.

3 3 % , 1 年以上不满 5 年的 1 2例
,

占 4 0% , 5 年

以上不满 10 年的 2 例
,

占6
.

67 % ; 10 年以上不满 15 年

的 6 例
,

占艺。 ;万
。

2 9 5 7~ 1 9 9 1年 ( 1 99 0年除外 ) 四年中生产环境六

价格浓度检测均在 7
.

86 m g / m
3 以下

,

每年均值分别

为 0
.

2 zm g /m 气 0
.

z 2 5m g /m 3 、

o
.

3 3m g /m 3 、

0
.

13 3

功g /m
, ,

略高于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 .

lm g /m , 。

由表可见六价铬对鼻粘膜有显著影响
,

而且对鼻

中隔的损害比下鼻甲更严重
。

讨 论
:

弃中隔前下方粘膜较薄
,

血管较少
,

粘膜常发生

上皮化生
.

呈现小血管扩张和表皮脱落
,

气流常在此

发生流向改变故铬尘易在此沉积
。

鼻受刺激不适时污

染的手指挖鼻亦使此处粘膜接触大量的铬而易受刺激

和损伤
。

多数认为穿孔多发生在工作 6 个月一 1 年之

间
。

本文见最短者仅接触 2 个月
,

73
.

3 3%穿孔 者 工

龄不足 5 年
,

而工龄 10 年以上的 6 例既往未检查过
,

初检时已穿孔
,

其工龄与穿孔时间不一定相符
。

铬对鼻的损害与其浓度
、

个体情况及个人防 护有

关
。

因此
,

除了降低生产环境中六价铬浓度外
,

要加

强个人防护
,

如上岗前鼻内涂油膏
、

戴口罩
,

戒除用

污手挖鼻的习惯
,

班后洗手等 ; 此外
,

定期休检
,

灰

时发现及时治疗也不应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