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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记录 3 名伐水工两个工作日的接振工时
,

计算其 日

平均接振时间
,

然后按15 0 提出的公式
,

计算其 4 小时

等能量加速度值 a h w (4 )
。

对受检者的身体检查
,

除

询间病史和进行一般临床检查外
,

还做了手指皮温测

定及冷水复温试验
。

结 果

一
、

伐木工接振剂量

两种国产油锯和西德产对照油锯振动强度最大轴

的 a h w 值及其主频率见表 1
。

表 飞 国产油锯与西德产油锯比较

型 号 主频率 ( H z) a h w (m
·

s 一 , )

长春 0 5 1

西北 G J
一 85

西德 02 0 A V P

1 2 5

B0

1 0 0 0

1 8
.

2

1 8
.

6

< 5
.

0

表 1提示两种国产油锯振动的 ah w 值接近
,

主

频率分别在 80 和 125 H么 频段
。

西德产油锯 ha w 值较

低
,

主频率位于 I k H z 频段
。

调查的伐木工 日平均接振时间为 2
。

85 小时
,

由于

使用的两种国产油锯测得的振动扛h w 值接近
,

故取均

值 18
.

4m
· s 一 2 计算伐木工 日接振剂量 ha w ( 4 )

,

结

果 a h w ( 4 )为 15
.

sm
· s 一 , 。

二
、

临床表现

受检的伐木工和集材工手部主要症状与体征的发

生率见表 2
。

由表 2可见伐木工手麻症状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集

材工
,

且两组比较差异显著 (P < 0
.

05 )
。

集材工手麻

发生率亦高达 3 3
.

3%
,

提示除振动外
,

寒冷可能也是

引起手麻症状的因素
。

伐木工白指检出率 31
.

9%
,

集

材工禾见有白指发生
。

表 2 伐木和集材工人手部症状与体征

受检

人数

手部症状 手部体征
工种

麻 木 冷 感 多 汗 白 指

伐木工

集材工

4 2 ( 6 0
.

乌片 ) 8 (1 1
.

6% ) 8 ( 1 1
.

6% )

7 ( 3 3
.

3% ) 一 3 ( 14
.

3% )

2 2 ( 31
.

9% )

复温阳性

3 1 ( 4 4
.

9% )

6 ( 2 8
.

6% )

69肚

三
、

伐木工白指发病特点

本次调查伐木工检见白指 22 例
,

其中双手均发生

白指者 20 例
。

双手白指发生部位相同者18 例
。

白指首

茹从无名指发生者15 例
。

白指累及双手共 10 ~ 12 个指

节者 17 例
。

白指发作时
,

白指部位的皮温 平 均 1 6o C

( 1 1~ 1 9
o

C )
。

当室温 2 2一 2 5
“
e 时

,

白指自然恢复时

间 19
.

2 土 5
。
1分钟 ( 5 ~ 30 分钟 )

。

白指发病工龄了
。
2

士 2
.

8年
。

讨 论

两种国产油锯振动的频率计权加速度值较高
,

而

主频率较低
,

按我国 《手传振动卫生标准 》 中规定的

使用时间评价
,

每 日连续使用均不得超过 0
.

5小时
。

从卫生学和提高工效的角度出发
,

借鉴德产油锯的特

点
,

国产油锯的改进
,

除降低振动加速度值外
,

还应

考虑提高其振动的主频率
。

伐木工振动性白指发病的特点是双手对称性
,

且

两手白指发生部位及严重程度基本相似
。

这可能与国

产油锯的把柄设计有关
。

本次调查发现伐 木 工 白指

发生率为 3 1
.

9 %
,

与1 9 7 2年 日本学者细川 汀报道的

3 2
。
5 % 和 1 9 8 1年我国黑龙江省劳研所报道的 3 8

.

0写

较为一致
。

白指发病工龄 7
.

2年
,

与 1 9 73年英国学者

K u m l in 报道的 7
.

1 年颇为接近
。

四氢吠喃对作业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沈彬英 俞永旦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傅慰祖

四氢吹喃 (叮时 r a

hy d r侧为 r
an 简称T H )F

,

为一

优良的有机溶剂
。

主要用作树脂
、

染料
、

天然漆
、

制

剂等溶剂
。

为了制订车间空气中 T H F 的最高容许浓

度
,

于 19 89年 3 月在浙江仙居合成化工厂对 T H F 车

间工人进行了调查
。

张锐武 杨逸鸿 陆林根 黄 辉

邹美英 黄月华

基 本 情 况

仙居合成化工厂从 1 969 年起进行 T H P 小型试

制
,

19 70年开始正式生产
,

其主要生产工艺如下
:

锌
,

铬
、

锰催化

糠醛氯化 + 混合水蒸气

—
一今 脱 默 基 ,



催化

映喃 (沸点 3 .1 5o )c * 压缩冷冻成液体令高压釜
一一 )

通氯气令 T H F令蒸馏 9( 9
.

5 %纯度 ) ` 包装

生产过程物料全系管道输送
,

密闭较好
,

各种反

应均在罐釜中进行
,
包装为半机械化

,

工人均无个人

防护用品
,

调查对象与方法

接触组选择该厂 T H F 车间生产工人
,
以本厂行

政工作人晕为对照组
。

接触组男性 3。人
,

女性n 人
,

接触 T H F 平均工龄 1 0
.

9年 (0
。
3~ 1 9

,
2年 ) , 对照组

男性 18人
,

女性 7 人 ; 两组年龄无差异
。

车间空气中四氢峡喃浓度测定
,

来角大 i’J 俩种
采样管

,

内有上海试剂厂 4 01 有机担体固吸附荆
,

用

气相色谱法分析
。

结 果

一
、

车间空气中四氢吠喃浓度测定结果

车间空气中四氢吠喃浓度 (单位 m g /m , )

采祥点 样品数
几何垮值
(M 士名D )

最高值 最低值

蒸馏釜旁

室 中

蒸馏釜塔顶

脱水釜旁

定晕罐贮罐

加氯釜夯

包装放料

1 8
.

7 9 士 2
.

8 5

8
,

QS 士 2
.

5吕

1 3生
.

S Q士 1
.

0 9

1 洛 3 大么
.

37

7 7
.

1 9 出 4
。

0吕

1 39
.

7 4

3
.

6 4

14 6 9
.

5 1

O
。

7 Q

2
.

3 2

5
。

2 2

2
.

0马

1 2 3 7 5

0
.

70

1 8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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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差异
,

接近20 % 仪全 = 3
,

8弱
,
P < 。 ,

05 )o 消作

系统与其他系统阳性出现率两组差异无显著意义
。

三
、

实脸亥拉查

观察指标为肝
、

肾功能
,

尿常规
,

白细胞计数及

血红蛋白
,

两组经统计学处理
,

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

异
。

_

讨 论
_

许多作者曾用大鼠
、

小鼠
、

仑鼠
、

豚鼠及兔等进

行四氢吠喃径口
、

吸入和腹腔注射等途径的急性毒性

实验
,

表明四氢吠喃属低毒
。

但四氢吠喃具有强麻醉

性及粘膜刺激作用
,

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和致敏作用
。

高浓度较长时间吸入可引起中毒
,

主要 有 头 晕
、

头

痛
、

乏力
、

口干
、

纳差
、

恶心
、

呕 吐
、

舌根发硬
、

四

肢发麻
、

嗅觉错误和嗅觉减退
,

实验室检查有自细胞

偏低现象
。

国外报道 T H F 中毒者出现明显的失眠和

嗅觉异常
。
本调查烤触组神经衰弱症

,

粘膜刺激症与

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

但失眠和结膜充血两组差别大

于加 %以上
,

因此我们认为接触四氢吠喃工人对失眠

和结膜充血情况需密切观察
。

该 T工I F 车间生产过程密闭化较好
,

车间各点空

气中T班F接触水平大多平均在 1
.

39 一 13 1
.

50 )刀g /加 3 ,

仅个别采样点浓度较高
,

且工人每 日接触时间很短
,

在此接触水平接触约 20 年
,

无 1例中毒发生
,

且无明

显的中毒症状和体征可见
。

:

因此初步认为 T H F 平均

15 。
叫 / m

, 以下
,

工人长期接触不会出现 明 显 职

业危害
。

参考各国所制定的标准值
,

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
,

车间空气中 T HF 的最高容许浓度建议可制订为
韵 0单 g /m

3 。

ùō.6766éō.i691m
10468

二
、

健康状况

体检结果按系维分为神经衰弱症
、

粘膜刺激症和

消化系统及其他系统表现
,

神经衰弱瘫两组经统计学

处理无显著差异 ( P > 0
.

肠 )
。

粘膜刺激症以结膜充血

急性二甲基甲酷胺中毒性肝病 7 例报告

山东烟台市职业病防治院 盖修海 赵开建

我院曾收治 7 例急性二甲基甲酞胶 (D M F Z 中毒

性肝病患者
,

其中 。 例发生在末戴防毒口覃和事套
,

用 75 % D M F 和 25 % T D 工 混合粘合无防布的过程

中 ; 另 1 例因突击生产聚氨醋油墨任务
,

连续作业 48 小

时
,

使用的D M F超过正常生产量的一倍而发生中毒
。

7 例中女 3 例
、

男 理例
,

年龄16 ~ 23 岁 ; 接毒时

何 3一 2 0夭 ; 发病时间 1 , 4天
,

从发病到肝功改变

2 ~ 1 5天
。

症状为头晕 3 例
、

头痛 谨例
、

乏力 3 例
、

恶心 6

例
、

呕吐 4例 腹痛 3例
、

食欲不振 5 例
。

体征为休

湿翁 、 3 , 3少 c 丘例
,
咽部充血万例

,

皮疹 3 例
,

右季肋

部叩击痛 1例
,

呼吸音粗糙 1 例
。

实验室检查 1例W珍e 总数增高 (1 2 x 10 ’ / )L
,

分

类正常 , 7 例皆有谷丙转氨酶增高
,

平均 27 7u (拍~

助 o u)
,

黄疽指数
、

T F T
、

脚
T 均在正常范围内

。

洽疗主要方对症支持疗法
。

发热
、

腹痛 3 ~ 5 天缓

解
,

其他自觉症状持续10 夫后消失
。

血清转氨酶恢复较

慢
,
1 例谷丙转氨酶 60 uQ

,

治疗 8 天后降到巧。u
,

半年

后复诊时
…

阳
;

另 1 例入院时正常
,

半月后增到 l仆讯 ,

治疗 3 0天降到 38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