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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因素对接触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

作业工人肝肿大发病的影响

赵 文华
`
孔庆国

`
何 听

t

仲来福
,

于中金
,

孙 秀兰
`

吴建平 ,
郑雪菲

.

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在工业生产中应用的较广
,

对接触者健康危害很大
,

我们发规从业者常在低浓度

环境下
,

同时接触多种该类化合物
,

并且饮 酒 的 甚

多
,

为研究这些因素对接触者肝脏的影响
,

以及有效

的预防和治疗
,

对某染料厂接触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

作业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
。

对象和方法

1
.

对象的选择

某染料厂一
、

二
、

三
、

五
、

八
、

九车间作业工人

为接触多种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的观察对象
。

在接触

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工人中选择 H A V
es

lg M
、

H B o A g

阴性
,

既往无肝
、

胆病史
,

经常饮白酒或 不 饮任 何

酒
,

有明确接毒史工人共 7 31 名为接毒饮酒的 观察对

象
。

选某低压井关厂不接触毒物的车 l可
,

除去H B s A g

和 H A V
一

lg M 阳性或既往有肝
、

胆疾病史者
,

在工

龄
、

年龄
、

性别
、

生活条件大致相同的工人 1 03 名做

对照
。

2
。

方 法

( 1 ) 环境毒物材料
:

采用本厂环保科 19 82 年至

1 9 8 9年每年各车间定时定点测定的结果
,

取年平均值

和每月定时定点测定的 1 988 年12 个月的结果
。

采用国

内统一的检测方法
。

( 2 ) 病史的采集
:

按拟定好的方案询
一

间 职 业

史
、

饮酒史
、

既往病史
、

肝炎接触史
、

服药史和自觉

症状
。

( 3 ) 体检
:

按体检规定两次筛选
,

用印触诊及

A型超声
、

B型超声查肝脏形态和胆囊
、

胆道功能
,

并综合分析确定肝脏大小
。

( 4 ) 肝脏大小确定
:

参考 1 98 2年国 家 颁 布的

水慢竹三硝基甲苯中毒的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

根

据本地 区既往规定的肝大界限
,

男肝上界在右锁骨中

线第六肋间
,

下界右肋缘下 1
.

石
cnI 以上

,

剑突下 4
。

石曲
以上 ; 女肝上界在右锁骨中线第六肋间

,

下 界 在 右

肋缘下 1
,

sc m 以上
,

剑突下 4
cm 以上

,

为肝肿大对

象
。

` 5 ) 检验指标
:
用常规法做 丙 氨 酸 转 氦 酶

( A L T为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 A S T ) ,

寮香草酚浊度试

验 (T T T ) ,

赓香草酚絮状试验 ( T F T ), 碘试验 ( I妈
,

酶

标法做甲肝抗体
,

乙肝表面抗原测定
。

( 6 ) 收集 10 年来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慢性中毒

的临床资料
,

统计临床怡疗效果
。

结 果

1
.

环境毒物浓度测定

( 1) 1 9 8 2年至 1 9 89年车间空气中毒物年平均浓

度除有的岗位测定样品中偶有超标外
,

大都在容许范

围内
,

年平均浓度基本在容许范围
。

( 2 ) 1 ,努年 12 个月各车间毒物平均值从表 1可

见
,

除八车间硝基氯苯平均浓度超标一倍外
,

其余车

间均在国家容许浓度内
。

2
。

各组肝肿大发病情况

车间空气中毒物种类与肝脏肿大发生关系从表 1

可见
。

二车间肝肿大检出率显著地高子五车间 ( P <

O
。

05 )
,

亦非常显著地高于一
、

三
、

八
、

九车间 (P <

O
。

01)
。

五车间肝肿大检出率非常显著地高于、
、

三
、

九车间 ( P < 。
.

01)
,

而与八车间无显著差异 (P > 0
.
0 5 )

。

八车间肝肿大检出率非常显著地高 于九 车 润 护 <

O
。

01 )
,

而与一
、

三车间无显著差异 (P > 0
.

05)
。

3
.

肝肿大者自觉症状

从表 2 可见肝肿大观察组神衰症候群和消化系统

症状非常显著地高于对照组 ( P < 仇 p劝
。

4
.

肝功能检验结果

A L T
、

A s T
、

T T T
、

T F T
、

丹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无

显著差异 ( P > 习
.

肠 )
。

5
.

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慢性中毒病人情况见表

3
、

表 4
。

表 3 可见
,

临床治愈组的软酒人数非常显著地低

予未愈组的饮酒人数 (P < 0
.

0 1)
。

表 4 可见
,

全休治疗临床洽愈率非常显著地高于

脱离有毒岗位但不林息继续工作的始愈
、

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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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 88年某染料厂 1 2个月的环境毒物浓度侧定值与肝肿大检出率关系

车间 祥本数 浓度范围 (m gm /幻 (单 g加s ) 人数 肝肿大人数 %

1 7
。

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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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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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名称

二硝基氯苯

二硝基 甲笨
二氨基甲苯
二硝基氯苯
硝 基 氯 苯

二甲基苯胺

氮基甲苯
甲基苯胺

胺

了二硝基氯苯
t硝 基 氯 苯

硝 基 氯 苯

0 ~ 2
`

3 G

0 ~ 0
.

82

0 ~ Q
.

6 Q

0 ~ 6
。

8 1

0
.

0 4~ 2
.

3 6

0 0 1~ 5
.

1 7

0 ~ 0
.

4 3

0 ee 3
.

30

0
,

0 1 ~ 0
.

8 9

0 ~ 1
,

6 3

0
.

12 ~ 9
.

9 8

0
.

0 0 8~ 4
.

4 0

0
.

3 a 、

2
.

8 6 )

0
.

9 2

13 4

1 7 7

九八

注 ;
b d P ( 0

.

0 5 ,

bf P < 0
.

0 1
,

山 P > 。
.

05
,

P ( 0 . 0 1
,

b a P < 0
.

0工,

be P < 0
.

01
-

P < 0
.

0 1
,

de P < 0
.

0 1
,

d f P < 0
.

0 1
,

玩da

e f P < Q
.

0 1
, e a P > 口

.

0 5
, e e P > 0

.

05
.

表2 接毒肝肿大观察组与健康对照组自觉症状统计

观察组 (2 4 1) 对照组 ( 1 3 1)
自觉症状

阳性 例数 阳性例数

13144110611321头 痛

头 晕

睡眠障碍

记忆下降

乏 力

食欲减退

恶 心

腹 胀

腹 痛

仑8

12 2

14 0

5 4

I Q7

仑3

9 O

1 1 1

1 12

连0
.

6 6

5 0
.

62

5 8
.

0 9

2 2
.

4 1

4 4
.

4 0

3 8
.

5 9

3 7
.

3 4

4 6
。

0 6

4 6
,

4 7

1 0 .7

9
.

90

3 1
.

0

8
、

0

5
.

0

0
.

7 0

9
.

9 0

1
.

S Q

0
.

70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表 3 慢性苯的氮基和硝基化合物中毒病人饮酒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组 别 巨泛三 人 数 饮酒人数

4幼2742临床治愈组

未 愈 组

1 4
.

8 1 * *

5 4
.

7 6

注 : * * P < 0
.

0 1

表 4 慢性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中毒病人全休与脱离毒岗不休息疗效比较

临床治愈 临床好转 病情无改善
总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全休息治疗

脱 离 毒 岗
治疗但不休息

8 8
.

2 4* . 5
.

58 * * 5 5 8*

么3
.

0 8 4 2
.

3 1 3 4
.

6 2

注 : * P < 0
.

05
* * P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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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近来
,

国外学者对毒物的联合作用指出
:

接触低

于容许浓度的单个化合物可能是安全的
,

但几种化合

物同时接触时
,

财可危害工人的健康
,

每日饮酒 50 9

虽不引起酒精性肝损害
,

但可增加有机溶剂的肝毒作

用
。

有文献记载
,

乙醇可增加苯氨
、

硝基苯的毒性
。

本文结果表明车间环境中毒物种类愈多
,

肝肿大的检

出率也就愈高
,

提示可能存在多种毒物的联合作用
。

1 9 84年本所的大鼠慢性毒性试验证明
,

二氨基甲苯
、

二硝基甲苯
、

二硝基氯苯的混合喂饲导致大鼠体重增

长迟缓
,

肝脏肿大明显
,

肝病理改变严重
。

光镜见
,

颗粒变性
,

水样变性
,

地图样改变
,

再生
,

间质纤维

化
,

形成假小叶
,

肝硬化以致癌变
,

其毒性大于单一

毒物的毒性
,

表现为相加作用
。

为此车间岗位间应设

防毒屏障
,

防止不 同毒物交叉污染
。

本文在调查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的联合毒性对接

触者危害的同时
,

又调查了接触该类毒物又饮酒对健

康的危害
,

发现接毒又饮酒组肝脏肿大的检出率显著

地高于接毒不饮酒组 ( P < 。 .

05 )
,

非常显著地高于不

接毒不饮酒组 (P < 0
.

01 )
。

酒精本身就是一种肝脏毒

剂
,

长期持续饮酒
,

早期引 起 脂 肪肝
,

继之肝纤维

化
,

后期发生肝硬化
。

经常大量饮酒可引起酒精性肝

炎
,

对于有长期饮酒习惯又长期从事苯的氨基硝基化

合物作业的工人
,

两种解脏毒物的联合作用能增强肝

脏的损害作用
。

由此可见
,

要宣传教育从事苯的氨基

硝基化合物作业工人不要饮酒
。

肝肿大者神衰症候群和消化系症状非常显著地高

于对照组
,

以乏力
、

食欲减退
、

恶 心
、

腹胀
、

肝区痛

为其特征
,

肝进行性肿大
、

有触痛
、

个别的脾肿大是

典型体征
。

肝功能生化检验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之内
,

与国内报道相同
。

对 69 名经确诊为慢性轻度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中

毒病人十年的临床观察发现
,

临床治愈组饮酒人数非

常显著地低于未愈组饮酒人数 ( P < 。 。

01 )
,

说明饮酒

对治疗有不良影响
,

同时还说明中毒病人全休治疗的

临床怡愈率非常显著地高于脱离有毒岗位继续工作组

的临床治愈率
,

说明患中毒性肝炎后
,

虽然脱离了有

毒岗位
,

但继续工作
,

劳累能使机体代谢增高
,

加重

肝脏解毒负担
,

不利于肝损的恢复
。

所以
,

对于接触肝

毒性化合物的作业工人
,

要定期健康检查
,
发现早期中

毒病人进行早期诊断
,

早期脱离有毒作业岗位
,

住院

系统治疗
,

戒酒
,

能缩短疗程
,

有利于早期恢复健康
。

唐山地区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维生素 C
、

B
l 、

B
Z

需要量初探

华北煤炭医学院预防医学系营养卫生教研室 宁鸿珍 张新庆 俘健敏

唐山市蓄电池厂 医务所 李瑞 阑 赵素珍 贾爱玲

为了探讨唐山市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维生素 C
、

为。 .

19 ~ 。 .

6了m g/ m
, ,

平均。 .

3 3m g/ m
, ,

将受试者随

B l 、

B Z的需要量
,
1 9 9。年 3 ~ 6 月

,

我们对该厂进行了 机分成四个实验组和一个对照组
。

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二
、

膳食调查
:

采用 24 小时回忆法结合称重法连

对象及方法 续 7 天调查了 1 60 名铅作业工人的膳食状况
,

对 调查

一
、

对象与分组
:
选择该厂铅作业工人 5 5名

,

工 期间各餐可能含有vc 的20 种熟食进行了vc 含量霆的 测

种有制粉
、

涂板
、

铸板
、

化成 和 组 装
。

年龄 20 ~ 40 定
。

平均每人每 日各种营养素摄取量见表 1, 调查期

岁
,

接铅工龄 3 一20 年
,

作业环境的铅烟或铅尘浓度 何严禁零食
,

并严禁额外服用V亡
、

V B , 、

几
2药物

。

表 1 平均每人每 日各种营养素摄取量

食物总量 蛋自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热量

( g ) (g ) ( g ) ( g ) ( k e a l )

钙

m g

9 1 8
.

9 7 0
.

3 5 5
.

3 3 2 0
.

7 2 0 6 2
.

3 5 8 1

V B生

( m g )

V B Z

( n l
g

实测 V c

O刀 g )

35
.

7

三
、

实验方法
:

实验前所有受 试 者 清 晨 口 服

介 50 om g
、

几
: 5功 g

、

几扣m g后采 4 小时尿测定 3

种维生素的排出量
。

在 7 天饱和期中
,

前 4 天所有受

试者每人每日一次口服 c\r 1。。。m g
、

几
: 10 I n g

、

几
: 1。功g , 后 3 天剂量分别减半

,

于最后 1 天进行饱

和程度试验
,

结果表明各组受试者均已达到 饱 和 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