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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模型预测建立在回顾性调查数据上
,

它包含了其

它因素的作用对尘肺死亡率变化的影响
,

因而结果是

可信的
。

3
.

2 本文以为
,

用灰色理论认识尘肺死亡发展趋势成

为可能
。

影响尘肺死亡发展趋势的各种可知因素是明

确的
,

但生物化学机制
、

个体免疫等是未知的
,

灰色理

论恰恰能综合未知与已知因子的作用
,

预测尘肺 死亡

的发展变化趋势
,

为尘肺病防治提供必要的科学数据
。

碳素作业工人外周血液中性粒细胞状况调查

茂名市职业病防治院 ( 5 25 0 n ) 谢 峰

为探索碳素生产工人的外周血液中性粒细胞改变

状况
,

我们对碳素作业职工进行两次末梢血白细胞状

况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1 润奋对象

选择我市某厂从事碳素生产的职工
,

于 198了年5月

及 19 阳年 6 月先后进行两次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检查
口

年 ) 的中性粒纽胞比例低于 50 %及绝对值少于 l
.

s x

10 ,
/ L 者

,

除比例值的 11 ~ 1 5年组与各组有显著性差

异外
,

其余均无差异
。

2
.

2 生产环境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结 果 苯 并 ( a)

花
、

总烃 目前未有标准
,

浸渍
、

压型
、

石 墨化工作地点

酚
、

二氧化硫等均未超标
。

2 侧变结果

2
.

1 白细胞状况 经统计学处理
,

仅见中性粒细胞比

例低于 50 %者
,

在性别上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

本调查的工种可归纳为浸演
、

压型
、

石墨化
、

其它等四

类
。

调查显示
,

中性粒细胞比例低于 50 %及绝对值少

于 l
.

s x lo ’ / L者
,

除压型与各个工种有显 著 性 差异

(P < 。 .

05 ) 外
,

其余工种之间无差异
。

在工龄方面
,

四个组 ( 0 ~ 5 年
、

6 ~ 10年
、

1 1~ 1 5年
、

1 6~ 2 0

3 小结

碳素生产 (即石墨电极和石果碳板的生产 ) 所用

的原料 (石油焦
、

沥青焦
、

煤焦油等 ) 均含有不卜J程

度以苯环类多环芳烃为主的有害物质
,

如苯并 ( a) 花
、

苯蕙等
。

本次调查的生产环境空气中苯并 ( a) 花及总

烃 (包含芳香烃类物质 ) 的含量 较高
,

中性粒细胞的

比例值低于正常范围者亦较多
,

且在性别
、

工种
、

工

龄上均有显著性差异
,

提示二者有一 定关系
,

值得进

一 步观察
。

一起急性氮氧化物中毒调查报告

江苏吴江市卫生防疫站 ( 2 15 2 0 0) 吴美华

事故经过 某生产己酸的村办小厂
,

于 1 9 91 年12

月 15 日新增氧化工段
。

12 月20 日 8 时许 〔氧化反应试

生产第三锅 )
,

两名工人 (均为女性
,

20 岁和 23 岁 )

将 100 公斤浓硝酸 和 90 公斤稀硝酸投入反应锅
,

投料

完毕时料温约 50
“
C

。

半小时后
,

技术员上班开始滴加

辛酮
,

此时料温 已降到 32
O
C

。

他在 l 个小时内滴加辛

翻 3 0公斤
,

1 0时 2 5分料温上升到 4 0
o
C

,
一0时 3 0分突然

发生冲料
,

致使操作室玻璃击碎
,

整个车间充满 了刺

激性黄烟 (即硝气 )
。

上述 3 人面部被冲料污染
,

衣

服湿透
,

被救出现场后 急送 医院抢救
。

临床资料 12 时30 分病人被送到苏州市某医院
。

两名工人中一名表情淡漠
,

鼻
、

口腔有泡沫样液体
,

视力丧失
、

角膜混浊
,

呼吸急促
,

两肺布 满 湿 性罗

音
,

全身灼伤面积 32 % ( l 度 ) ,另一名工人角膜混浊
,

眼稍有光感
,

两肺有湿性罗音
,

灼伤面积为36 % ( l

度 )
。

技术员意识清
,

角膜混浊
,

灼伤面积 3。% ( ,

度 )
。

入院后
,

给吸氧
、

输液
、

强 心及静 注地塞米松等治

疗
。

两名工人 因病情恶化
,

作紧急气呀切开手术
,

术

中有大量粉红色泡沫样痰喷出
,

抢救无效
,

分别于当

日 14 时30 分和 15 时 55 分 死亡
。

技术员经抢救后好转
。

事故原因及教训 ( 1 )该厂领导安全 意识 不强
,

在新增氧化工段时未经卫生部门进行预防性 卫 生 监

督
。

在生产中未按生产规程操作
,

技术员对摘加辛酮

1 小时后温度未升的不正常现象没有引起高度 玉视
,

继续滴加
,

致使瞬时发生剧烈反应而致冲料
。

( 2 )该

厂未配备任何防护用具
,

致使事故发生后
,

现场硝气

弥漫
,

其他人员无法进入现场及时救 出 受 伤人员
。

( 3 )近年来
,

乡镇企业中的化工行业时有急性
、

慢性

中毒发生
,

有关部门应严格审批把关
,

做好预防性卫

生监督工作
,

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