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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本文矽肺发 生数属随机数据
,

用灰色数列模型预

测
,

实测值
一

与理论值符合率较 高
,

经 统 计 学 检 验

P ) 0
.

05
,

二者差别不显著
,

说明拟合较好
,

相对误

差仅为 3
.

67 %
.

此模型可 以用于矽肺发病趋势预测
。

根据预测
,

未来 3 年的总发病人数为 1 55 人
,

该矿

接尘人数 21 2 1人
,

现患矽肺数 4 83 人
,

现患率 22
.

77 %
,

由此
`
J见 i亥矿的 。月巾发有率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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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的摊 间矽肺患者中
,

1 9 7 0年以后参加接尘工作仅占

3 例
, 1 9 5 6年以前参加接尘工作占6 5

.

1 8%
。

所以 今后

一个时期内
,

1 9 5 6年以前参加接尘工作的井下矿工将

是该矿今后一个时期内矽肺检出的主要对象
,

而几将

会维持
一

定时间
,

与预测结果墓本相符
。

接触丙烯睛作业工人 4 项血生化指标的测定

兰州医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 ( 73 0 0 0 0) 肖 卫

为探讨慢性中毒诊断及职业健康监护指标
,

本文 清疏基
:

改进重氮比色法
。

测定仪器均为上海产矛21 型

将 2 ;’3 名丙烯睛作业工人全血 胆碱酷酶活性 及 还原型 分光光度计
。

谷胧 甘肤
、

硫氰酸盐
、

血清琉基水平测定结呆报告如 2 结果与讨论

下
。

2
.

1 车间空气中丙烯脐浓度

1 对象与方法 对丙烯睛作业车间进行常年空气监测
,

各车间均

1
.

1 调查对象 有超标记录
。

丙烯胎浓度因岗位
、

时间及生产情况变

1
.

1
.

1 接触组 丙烯睛作业工人 27 3名
,

其中男 18 3人
,

化较大
,

且无规律性
,

综合各 点 情 况
,

在 98 次测定

年龄 18 ~ 56 岁
,

平均 37 岁
,

接触丙烯腊工龄 1 ~ 31 年
,

中
,
丁3

.

4 7%超过国家规定的车间空气中丙烯肪最 高

平均 16 年
。

容许浓度
;
平均浓度为 8

.

92 11唱 / m气

1
.

1
.

2 对照组 当地某科研所不接触丙烯胎的行政
、

2
.

2 体检结果

科研
、

后勤工作人员 18 4名
,

其中男 12 5人
,

年龄19 ~ 分析调查对象的体格检查结果
,

与对照组 比较
,

5 9岁
,

平均39 岁
。

接触组 阳性率明显升高
,

差异有高度显名
:
性

。

接触组

1
.

2 检测方法 阳性率白高向低的顺序依 次 为 神 经 衰 弱 综 合 征

1
.

2
.

1 车间 空气中丙烯腊 浓度 用 S P 一 2 30 5 型气相 ( 5 0
.

9 % )
、

震颤 ( 38
.

1 % )
、

胸闷 (2 3
.

1% )
、

多汗

色谱仪进行测定
。

( 1 9
.

J% ) ,

对照组仅分别为 4
.

9%
、

4
.

4 %
、

2
.

7%及

1
.

2
.

2 血液生化指标 〔 1 )胆碱醋酶 活性
:

三氯化铁 1
.

1%
。

比色法 , ( 2 )还原型谷胧甘肤
:

亚硝基铁氰化钠显 色 2
.

3 生化指标

法
;

( 3 )硫氰酸盐
:

三氯 乙酸
一
硝酸高铁法

;
( 4 ) 血 所检测搜种生化指标

,

与对照组 比较结果见下表
。

衰 接触组与对 照组 、 项血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组 别 。

翌些燮些竺里
1, 兰竺型兰塑垫业些些 竺塑竺 (些竺 竺塑卫望业一

又 士 S D 交 士 S D 又 士 S D 又士 S D

接触组 2 7 3 4 7
.

9 5 士 9
.

8 5 . 匕
.

艺。 士 峨
.

9 2 .

对照 组 1 84 9 9
.

4 3士 5
.

5 1 3 5
.

2 9 士 5
.

0 5

一一二荻丽画百莎能艾节一一一一一

1
.

6 3 士 0
.

54 .

1
.

32 士 0
.

5 2

1
.

6 2 士 0
.

t 2 .

1
.

9 6 士 0
.

8 1

结果表明
,

接触组全血胆碱酷酶活性
、

还原型 谷

既 甘肤
、

血清琉基三项指标明显低于对 照 组
,

血 硫

佩酸盐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

由于全血胆碱醋酶活性降低较其余三项指标变化更明

显
,

一

与车间空气中丙烯 )1JJ 浓度关系较密切
,

且未见明

显性别
、

工龄
、

年龄差异
,

故认为
,

丙烯胎作业工人

全血胆碱醋酶活性
,

可能是一较敏感的生 化 检 测 指

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