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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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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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于第 8 天进入试验期
,
四个试验组补充不同别量

vc
、

V 。 : 、

v BZ
,

详见表 2 ,
每 日一次准确口服

,

共计2 3

天
。

在第28 天对各试验组及对照组进行尿负荷测定
。

表2 各组补充剂量表

组别 V e (m g ) V B i (m吕) v 助 ( m g )

1 10 0 七。 。
.

5

1 20 0 .2 0 .1 导

征 30 0 3
.

0 2
.

0

.s0
。

四
,

样品检测
:

尿中 v B , 、

V 。 用荣光分光光度

法测定
,

、飞用 2
,

4
一
二硝基苯拼法测定

。

结果与讨论

一
、

vc
: 实验前 4 小时负荷尿结果显示 几 不足

者 ( < s m g ) 38 人
,

占受检人数的 69 .1 %
,

说 明 铅 作

业工人vc 供给不足
。

从表 3 可见对照 组 实验术4 小

时
,

负荷尿Vc 排出量为 2了
,
9即 g

,

超过了一般 人 群

的饱和指标 13 m g
,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饱和期残

留效应的影响
。

但各组都经过饱和期同一水平
,

四个

试验组补充不同剂量 Vc 28 天后
,

其 4 小时负荷尿排

出的平均量均 有 升 高
。

当第 I 组 侮
一

人 每 日 补 充

vc 1 00 m g时
,

4 小时负荷尿排出量为49
,

s m g
;
虽达

到饱和指标
,

但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当第 I

表 3 各组Vc 4 小时负荷尿排出量仅 士 S D )

组别 人数

每人每日摄取量

( m g )

49钾

对照 1 1 3 5
.

了

实验前

( m g )

7
.

6士 4
.

4

4
、

4士 凌
.

2

6
.

5士 4
.

3

3
.

8士 2
.

7

6
.

8上 3
.

2

实验末

( m g )

.

8 士 3 6
.

1

.

理土 3 6
.

4

9 9 7 士 4 6
.

4

8凌
.

9士 2 7
.

1

么了
.

9 土 Z Q
.

4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与对照组相比

组每人每日补充 V七200 m g 时
,

4 小时负荷尿排出量

显著高于对照组
。

因此我们认为该厂铅作业工人每人

每 日vc 需架量为邓 5拟宫左有
。

二
、

V 习 , : 实验前 4 小时负荷尿结果显示V B :
不

足者 ( < 2 0 0“ 9) 40 人
,

占受检查人数的 7 2
.

7 %
,

说明

铅作业工人V B :
摄入量也严重不足

。

若参照一般人群

负荷尿排出量 40 0拼g 以上为饱和指标
,

从表 4 可见第

I 组每人每日补充 V 。 : .1 。功 g
,
负荷尿排出量未达饱

和指标
,

且与对照组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当第 I 组每

人每日补充 V 多 , 2
.

Om g时
,

则负荷尿排出量达到饱

表 4 各组V B : 4小时负荷尿排出量 (又士 S D )

组别 人数

每
「

人每日摄取量

(m g )

实验前

(群g )

实验末

( “ g )

I

I

皿

百

对照

2
.

3

3
.

3

在
.

3

5
.

3

1
.

3

1 4 2
.

9土 叮5
.

3

2 1 6
.

3 士 1 3 2
.

4

1 4 8
。

0 士 7马
.

2

1 47
.

7士 6 4
.

5

2 0 1
.

0士 1 1 3
.

2

35 3
.

9士 ; O奋
.

3

4 0 5
.

4士 13 4
.

2

4 ] 4
.

2 士 1 87
.

4

40 7
.

1士 工灯8
.

5

2 12
.

1士 8 9
.

9

> Q
.

仃5

< 0
.

Q I

< 0
.

0 1

< 0
.

0 1

1111nnll

* 与对照组相比

和
,

且与对照组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

因此加上膳

食每日摄取 1
.

3nI g
,

该厂铅作业工人每人每白叮跳 需

要量加 .3 m g
。

三
;

v o Z :

实验前 4 小时负荷尿结果显示 几
:
小

足者 ` <习00 0 9 ) 34 人
,

占受检人数的 61
.

8%
,

说明

铅作业工人V班摄入量同样不足
。

某些学者认为长期

接触错
,

体冉V B Z

含量降低
,

若参照一般人群负荷尿

V B渊卜出量 1肠卿 g以上为饱租指标
,
从表 导可 以 看

出
,

对照组负荷尿排出暴仅为注郎价 4补譬; 第 工组每人

每 日补充 V B : 0
.

s m g
,

其负荷尿排出量也未达到饱和

指标
,

且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当第 1组每人

每日补充 v B Z 1
.

sm g时
,

4 小时负荷尿虽己超 过 饱

和指标
,

但与对照组比较尚无显著性差异
,

此时的排

出量也无明显跃增
。

我们探求的需要量不仅要满足机

体的一般生理需要
,

还在于提高铅作业工人抵抗铅环

境对机体神经造血等系统的损害
,

增强其作业能力
,

仅

仅满足一般人的饱和指标是不足的
。

当第 I 组每人每

牙补充
一

几
, 2娜 g 时 , 其杏小时负荷尿排出量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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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各组 V B2 4小时负荷尿排出量 (又士 S D )

组别 人数
每人每 日摄取量

( rn g )

实验前

(升 g )

实验末

(鲜 )g

I

I

l

U

对照

1
.

3

2
.

3

2
.

8

3
.

8

6 4 9
.

4土 2 4 9
.

5

7 2 5 9士 3 32
.

9

7 17
.

7士 3 8 2
.

4

1 0 1 2
,

1土 6 3 8
.

2

5 56
.

4 土 2 4 1
.

9

1 1 3 分 4 士 7 3 6
.

7

1 34 7
.

0 士 6 8 1
.

3

1 8 T 2
.

9 士 4 2 3
.

5

2 0 3 7 3 士 7 4 8
.

2

10 32
.

4 士 56 8
.

7

> 0
.

QS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1山
,
山,山,占,工1占,山,山1山下占

* 与对照组 比较

于对照
,

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因此铅

作业工人V BZ 需要量为 2
.

8 1耳g
。

小 结

本实验采用饱和试验法
,

对唐山地区蓄电池厂铅

作业工人vc
、

几
1 、

V B Z需要量进行了探讨
,

笔者认为

该厂铅作业工人平均每人每 日Vc 需要量为 2 3 5
.

7 n l g
,

V B :
需要量为 3

.

3m g
,

V B Z
需要量为 2

.

s m g
。

(8 5级预防医学系学生马 立
、

陈秀清
、

王翠荣
、

刘玉华
、

李雪松
、

丁习武
、

张爱民参加了本调 查工作
。

何建华
、

微波对作业人员危害的动态观察

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雪芹 薛兆谱 白 锋 冯 儒 戴淑芳 顾 继云

为探讨微波辐射对作业人员的危害
,

1 9 8 4年对某 2
.

体检项目 职业史
,

自觉症状
、

一般内科检

厂雷达制造车间直接接触微波作 业 人 员作了初步调
.

查
、

血白细胞
、

心电图
、

脑血流图
、

眼晶体检查
。

两

查
,

并于 1 9 8 8年进行了再次复查
,

结果如卞
。

次检查所用仪器
、

方法和参加体检人员基本相同
。

对象与方法 结果与分析

一
、

调查对象 一
、

现场调查

首次检查 142 人
,

均为调试和 测试人员
。

男 94 人
,

主要为脉冲波
,

微波辐射之波段为 厘 来 波
。

辐

占 6 6
.

20 %
。

年龄 20 ~ 56 岁
,

平均年龄 3 9
.

89 岁
。

作业 射强度最小 20 拼W c/ m
Z ,

最大 8 00 拌W c/ m
盆 ,

大多数为

工龄 1 一 3 4年
,

平均工龄 1 4
.

91 年
。

以年 龄 相近
、

不 10 。一 3。。拼W c/ m 气由于为分批调试和测试
,

故为间断

接触微波和其它有害物质的人员 3] 1人为对照组
。

接触
,

时间约 7 ~ 8 个月
,

一般每天接触 4 ~ 6 小时
,

四年后
,

对仍在原岗位工作
,

并有前次体检结果 有紧急任务时
,

可达 12 小时
。

近 四年生产量减少
,

每

者 60 人进行复查
,

其中男 41 人
,

占6 8
.

3 3% ; 年龄 30 一 夭接触 3 一 4 小时
,

每年间断接触 5 ~ 6 个月
。

无有

5 4岁
,

平均年龄 4 5
.

2 1岁 ; 作业工龄 6 ~ 28 年
,

平均 效屏蔽措施和防护用品
。

工龄 20
.

16 年
。

二
、

体检结果

二
、

调查方法和内容 .1 症状 首次检查微波组除心 前 区 痛外
,

头

从 现场调查 用宿迁无线电厂生产的微波漏能 昏
、

头痛
、

乏力
、

失眠
、

多梦
、

记忆力减退补舀悸
、

食欲不

测定仪
,

在作业人员的操作带测定微波强度
。

振明显 高于对照组
,

两组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表1 主 要 症 状

组别 受检人数

头 痛 头 昏 乏 力 失 眠 多 梦

人 数 % 人 数 %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记忆力减退 食欲不振

人数 % 人数 %

、合 悸 心前 区痛

人数 % 人数 %

伪山仆舀odCQ

:
1 3 2 1

.

6 7 2 9 4 8
.

3 3 3 3

9 1 5 0 32 5 3
.

3 3 2 8

55
.

0 18 3 0
.

0 2 5 4 1
.

6 7 37 6 1
.

归7 4 6 0 1 6 2 6
.

6 7

4 6
.

6 7 15 2 5
.

0 2 2 3 6
.

67 3 1 5 1
.

6 7 2 3
.

3 3 2 4 4 0
,

0

8 1 3

1 1 1 8

nU八曰只éno1 9 8 4年

1 98 8年

注
:

两次结果比较
,

无统计学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