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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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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接触低浓度氯气对工人嗅功能的影响

王 维
,

蒋学之
,

黄 慧
’

李玉芳
,

陈丽涟
,

氯气是重要的土亚原料
,

职业性接触十分广泛
。

80 年代中期
,

iJ a n g 等报道低浓度氯气吸入可选择性

地损伤嗅粘膜
。

另据国外文献报道
,

许多化合物及粉

尘
、

金属烟雾吸入均可引起工人的嗅觉损伤
。

有关职

业性接触氯气引起工人嗅功能损害
,

国内尚无报道
。

本研究系采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

结合嗅闭与嗅敏度

两项指标测定
,

讨论 了长期接触低浓度氯气对工人嗅

功能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一

扭三凳

一
、

对 象

1
.

接触组 上海某化工厂及常州某化工厂氯碱

车间在职接触氯气者
,

计 3 55 人 (男 26 2人
,

女 93 人 )
。

上海某化工厂主要接触氯气的工段有液氯
、

漂粉

精
、

次氯酸钠
、

包装等
,

19了7~ 19 89年历年浓度介于

未检出一 1 6
.

12 m g / m
3 (平均 3

.

67m g /m 3 ) ; 常州某

化工厂主要接触氯气工段有电解
、

干燥
、

包装
、

次氯

酸钠等
,

19 7 6~ 1 9 89年氯气浓度介于未检出一 n
.

98

m g /m
, (平均 1

.

83 m宫/m为
,

检侧下限为 o
.

l m g,/ nI
3。

.

2
.

脱离组 上述两厂中曾有接触氯气职业史
,

调查时已调离者
,

计46 人 (男 40 人
,

女 6 人 )
。

3
.

对照组
_

由常州服装厂及上海唱片厂盒带车

间工人组成
,

计 179 人 (男 67 人
,

女 n Z人 )
。

受检人群特征见表 1
、

表 2
。

接触组在年龄
、

吸

烟方面与对照组均衡性良好
,

而脱离组年龄显著高于

表 1 嗅功能受检人群特征 (男性 )

因 素 对照组 接触组 脱 离组

受检人数

年龄 (岁 )

吸烟指数 (支 / 天
x 年 )

吸烟率 ( 沁 )

6 7

3 7
.

8 7士 10
.

5 0

1 3 5
.

7 5士 1 9 4
.

7 3

6 4
.

7 1 ( 4 4 )

2 6 2

36
.

40 士 10 0 7

1 4 4
.

5 5土 1 8 4
.

7 2

7 8
.

Q2 ( 2 13)

40

4 4
.

1 5 士 8
.

7 3*

1淞
.

4 4 士 2 0 5
.

I Q

7 4
.

4 2 ( 2 2)

*
与对照组比较 P < 0

.

01
.

表2

括号内为吸烟人数
.

嗅功能受检人群特征 (女性 )

因 素 对照组 接触组 脱离组

受检人数

年龄 (岁 )

吸烟指数 (支 / 天 x 年 )

吸烟率 (% )
`

1 12

33
.

4Q土 6
.

5 7

0

0

9 3

34
.

57 士 6
.

连5

3
.

3 8士 2 4
.

1 4

1
.

0 4 ( 1)

6
_

3 9
.

2 1士 3
.

3 4*

0

O

* 与对照组比较 P < O
`

01
.

括 号内为吸烟人数
.

对照组
。

二
、

方 法

1
。

询间调查 由调查员按统一的调查表询闻一

般情况
、

职业史
、

吸烟饮酒史等项目
。

2
.

嗅功能检测

嗅阂检测
:
以沪产茉莉香精按10 . 、

10
一 1 、

1。
一

气…

…
、

10
“ 了

稀释后置广口瓶
,

测定时由低浓度开始
,

直至

能嗅出何种气味止
,

为受试者对此嗅素的认知闭值
。

嗅敏度检测
:

参照J o y n e r改良的 P r oe t y 方法
,

以苯酚溶于液体石腊配成10 种递减的浓度为测嗅剂
,

再设两瓶液体石腊为空白对照
,
嘱受试者随意取各瓶

嗅闻
,

回答
“

是
”

或
“

否
”

有气味
,

按 以 下 公式评
分

:

嗅敏度评分
二 正确嗅出含气味的瓶数

一 对照错估

数
。

1
.

上海医科大学

2
.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3
.

上海天原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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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

嗅功能检测结果

接触组男女工人均嗅阂增高
、

嗅敏度降低
,

并在

三组呈相同趋势
,

即嗅闭为脱离 组 > 接 触 组 > 对照

组
,

嗅敏度为脱离组 <
`

接触组 < 对照组
。
经统计学处

理
,

男工脱离组及接触组嗅阂显著高于对照组
,

男工

及女工嗅敏度在脱离组及接触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接触组与脱离组之间两项指标均无 显 著 性差异 (表

3
、

表 4 )
。

为探讨吸烟对嗅功能的影响
,

进一步分析吸烟及

非吸烟男工嗅功能检测结果
,

未见显 著 性 差异 (表

5 )
。

表 3 嗅功能检测结果 (男性 )

指 标
对 照 组

( n = 6 7 )

接 触 组

( n 二 2 62 )

脱 离 组

( n = 40 )

嗅 闭

嗅敏度

5
,

6 0 士 1
.

16

7
.

7 0土 1
.

8 9

6
.

0 2 士 1
.

2 8 *

6
.

44 士 2
.

1 4* * *

6
.

13 士 0
.

8 8 * *

6
.

3 0 士 2
。

4 0 * *

与对照组比较 : * P ( 0
.

05
, * * P ( 0

.

0 1
, * * * P < 0

.

00 1
.

表 4 嗅功能检测结果 (女性 )

指 标
对 照 组

( n 二 1 1 2 )

接 触 组

( n
= 9 3 )

脱 离 组

( n = 6 )

嗅 闭

嗅敏度

5
.

3连士 1
.

2 2 5
.

6 1士 1
.

1 3 5
.

6 7士 1
,

0 3

7
。

90 士 1
.

8 8 7
.

0 3士 1
一

78 * * 6
.

50 士 1
.

2 2 *

与对照组比较 : *
P < 0

.

0 5
, * * P < 0

.

Q01
.

表 5 吸烟与不吸烟男工嗅功能检测结果

接触组 对照组

指 标 不吸烟

( n = 5 7 )

吸 烟

( n = 2 0 4 )

不 吸烟

( n = 2 4 )

吸烟

( n = 4 2 )

嗅 闭

嗅敏度

6
.

0 4土 1
.

3 1 6
,

Q l 士 1
.

2 8 5
.

5 8士 1
.

5 9 5
.

6 0 士 0
.

86

6
、

0 7士 2
.

4 2 6
.

5 3 士 2
、

QS

> 0
.

Q S

> 0
、

0 5 7
`

7 1 土2
。

1 6 7
。

7 1 上 1
.

7 7

> 0
.

0 5

> 0
.

0 5

以上结果表明长期接触低浓度氯气对工人嗅功能

存在明显损害
,

表现为嗅闭提高及嗅敏度降低
,

且脱

离接触后未见恢复
。

在本次调查人群中
,

未观察到吸

烟对嗅阂及嗅敏度有明显影响
。

二
、

嗅功能检测结果的逐步回归分析

鉴于嗅功能受年龄
、

职业接触等诸多因素影响
,

故选用多因素分析探讨职业性接触氯气对嗅功能的作

用
,

逐步回归分析中自变量见表 6
,

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 7
。

嗅闭主要还受性别
、

年龄等因素影响 ; 而嗅敏

度除与性别有关外
,

还与接触工龄呈密切负相关
,

提

示接触氯气对工人嗅功能的影响主要是 对嗅敏 度 损

害
,

并存在一定的接触效应关系
,

即接触工龄越长
,

嗅觉损害越严重
。

表 6 嗅功能测定结果逐步回归分析中自变量

因 素 定量 (数量化 ) 指标

岁

男 1
,

女 2

支 / 天 x 年

m g /m , 火 年

年

龄性年 别

吸烟指数

接触指数

接触工龄

讨 论

嗅觉是人体重要感觉之一
,

除与人们生活质量密

切相关外
,

还是有异味的化学毒物的天然警戒系统
,

但它极易受到化学性毒物的损伤
。

嗅觉检测作为职业

或环境污染造成危害的健康监护指标近年来有报道
。



二奋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 时年第 奋卷第 a 期

匆 嗅功能检测
r

结果的逐步回归分析 (n 二 5 29)

嗅功能指标 变量

性别

年龄

(截距)

S E B B e t a

嗅 团 一 O
`

招 1时
0

.

0 1 72 9

5
.

7 1 56 1

0
.

工1 1 34

Q
.

p刃59 e

0
.

2 8 6 0 4

一 Q
.

1晤日6

0
.

12心a l

0
.

QOOZ

Q
.

00 39

0
.

QO0 0

嗅敏度 接触工龄

性别

(茹距 )

一 0
.

0弓阳9

一 0
,

5 46妨
G

`

C g了o a

0
.

0 10 3 9

0
`

l a4吕6

O 、
忿3 a犯

一 0
.

2 4 3 20

一 0
.

12 7 0 4

0
.

0 0 0 0

0
,

0 0 3 2

O一 QOQ仆

M R
: 嗅阔

嗅敏度

0 2 1导95

0
.

3 0 1 1 2

F 二 1 3
,

3 95 4 8

F = 2 6
.

2 7 5 4 4

P 二
一

令
.

公

P = Q
.

0

B : 回归系数
,

S邪B
:

回归系数标淮误
,

B e饭
:

标准回归系数
,

M R
:

复数相关数
,

F :

方差分析 r 值
.

嗅功能检测方法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

昆前最普遍 有嗅粘膜部位形成一层具有纤毛的上皮细胞
,

严重者

的还是将有气味的物质稀释成不 同浓度` 装在广 口瓶 则发生鳞状化生
,

使嗅粘膜失去原有的结构与劝能
。

内供受检者嗅闻
。

嗅功能主要指标有嗅闭 (份 c go n气z一 及a n g 等研究表明
,

大鼠或小鼠吸入氯气 g p Pm (27

iat on ht r e s h of d助及嗅敏度 (olf
a ct or y acu iyt )

。

目 功g / m
3 ) ,

6小时 /每天
,

5 天 /周
,

两周后
,

嗅粘膜即

前最为准确的嗅闭测定方法为嗅觉计 ( ol fac 七。 m e t er)
,

:

可发生不可逆的变化
。

本文作者进行的实验研究也观

能较精确地控制郭激量及料激时何
,

但操作繁琐
,

且 察到在 3 om g /卑 ,氯气浓度下 吸入染毒 1 小时可 引起

价格昂贵
,

不易广泛使甩
。

嗅神经上皮细胞血微结构改变以及酶组织化学变化
,

氯气作甩人依的主要靶器官为呼吸系统
,

鼻腔嗅 提供了低浓度氯气引起嗅觉损伤的结构与功能依据
。

神经未稍则首当其冲受累
。

临床上五官科嗅觉检查为

定性指标
,

而嗅协能检瓣则为半定量指标
,

由于能较

准确地反映亚临床水平损伤
,

在职业及环境医学中受

到日益重视
。

本次调查发现男性接触组及脱离组嗅闭

显著增高
,

男女两性接触组及脱离组嗅敏度均呈显著

或极显著降低
,

脱离组与接触组嗅闭及嗅敏度差别无

统计学意义
。

多因素分析表明
:

嗅闯还受性别
、

年龄

因素影响
,

嗅敏度与接触工龄呈密切负柑关
。

以上结

果提示
:

长姗接触低浓度氯气可导致嗅功能损害
,

表

现为嗅阂增高
、

嗅敏度降低
, 、

且脱离接触后 依 然存

在
。

宋广舜调查居焦某氯碱厂具围 (食氯气污缈 居

民的嗅功能
,

发现嗅敏度的降低与空气中氯气污染程

度有关
,

与本次调查结果一致
,

有关的动物实验报道

也有相应发现
。

iJ a n g 等研究指出
,

不同程度损伤下

的嗅神经是不
卜

局性质的修复过程
:

轻度损伤
,

一般在

病因去除后
,

可以完全修复
; 中度至重度掀

,

嗅粘

膜变性坏死情况卞
,

则由粘膜下嗅腺向上增生
,

在原

关于吸烟对嗅功能的影响
,

意见不一
。

1

OJ y n e r

调
扣

查 5 00名石油化工 工人嗅敏度
,

发现吸烟与 非 吸烟

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认为吸烟有损嗅敏度
,

而万介r d y醉测定了 14 7人嗅敏度
,

未证明 吸 烁与嗅敏

度的联系
。

本次调查结果亦茉证实吸烟对嗅闭及嗅敏

度的影响
。

应当指出
,

目前采用的无论是嗅阂或嗅敏度测定

方法
,

均依据被溅定者的反映为基础
,
故测试中应尽

可能减少主观人为干拢
,

寻我一种客观的无损伤性的

嗅功能测试方法是今后努办的方向
。

.

小 结
-

_

对 35 5名长期接触低浓度氯气的氯碱工 人嗅功能

检测结果表明
:

长期锋触低浓度氯气对工人嗅觉有影

响
,

表现大嗅阂增高
、

嗅敏度降低
,

且脱离接触后依

然存茬
,

嗅敏度与接触工龄呈密切负相关
。
此外

,

未

证实吸烟对嗅阂及嗅敏度 的影响
。

毋上结果提示嗅功能检测可望成为接触氯气工人

健赓监护的一项敏感指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