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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硝化甘油对工人健康危害的调查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 7 (10 )6 1 )冯养正 普明华 张慧教 张瑞鹤
*于佑民

硝化甘油 (N G )广泛应用于国防工业
,

有关其对

接触工人健康危害的报道不多
。

为探讨 N G对工人健

康的危害
,

为制定我国车间空气中 N G 的M A C提供

科学依据
,

我们做了如下调查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接触组为某车间三个岗位的全部在岗工

人 5 1人 (男 6`人 ) ,

年龄 2 9
.

6士 10
.

4岁
, N G 作业工龄

梦~ 37 年
,

平均 10
.

2士 9
.

7 年
。

对照组为该厂不接触

N G 及其他毒物的工人 67 人 (男 52 人 )
,

年龄 29
.

5士

9
.

1岁
,

工龄 10
.

7 士 8
.

6年
。

1
.

2 车间空气 中 N G 浓度侧定 用 a 一禁胺 比色法
,

并收集近 10 年测定结果
。

1
.

3 体检项目 病史
、

职业史
、

症状
、

血压
、

眼科
、

E C G
、

脑血流 (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R G 一 Z B型 )
、

血

液循环功能 (安徽计算机厂血液循环 功 能 测定仪
,

X G 一

I型 )
、

肺功能 (日本 S T 一 2 0 0型 )
、

X 线胸片

检查
、

肝功能 (A L T
、

A S T
、

T T T
、

z n T T )
、

血脂

(胆固醉
、

刀脂蛋白
、

甘油三脂 )
、

高 铁 血 红蛋白

(M H b) 等
。

接触组大部分项目于班前
、

斑后重复进

行
。

2 绝果

2
.

1 车间空气中 N G 浓度 从表 1可见
,
压伸岗位

浓度最高
。

分析 1 97 7一 1 9 8 9年车间空气中浓度
,

20 5 4

年以前几何平均浓度为 13
.

27 m g / m
. ,

19 8 4年以后为

3
.

6 6 n l g / m , ,

近两 年 来为 2
.

2 6 1119 / m . 。

衰1 1 9 77 ~ 19 89年车间空气中N G浓度 (m g / r n , )

来祥地点 样品致 LJ 何平均浓度 浓度范圈

烘干

粗压

压 伸

3 4 ( 4 ) 5
。

1 2 ( 0
.

7 2 )

3 2 ( 4 ) 8
。

0 8 ( 3
.

3 6 )

4 2 ( 4 ) 1 1
.

5 3 (4
.

28 )

0
。

7 2~ 29
.

9 3 ( 0
.

7 2 )

.

0 0~ 3 6
.

6 2 ( 2
.

8 4~ 3
.

8 7 )

1 1 1~ 2 4
。

5 0 ( 3
.

8 6~ 4
.

7 6 )

注 : 括号 内数字为 1 9 a 9年侧定结果

2
.

2 症状 接触组晕厥发生率为7
.

4%
,

对照组无 1例

出现
,

两组差异显著 ( P < 0
.

05 ) , 接触组 乏力
、

记忆力

减退及初次接触
、

星期一
、

节假日后上班时头痛
、

头晕
、

藕动脉搏动感的发生率显幕介 i 于对照组 `P < 。 .

0 1 )
.

2
.

3 血压测定 接触组班后收缩压为 14
.

2 士 1
.

吐k P a,

舒张压为 10
.

0士 o
.

g k P a ,

低于班前 2 5
.

4 士 z
.

4k P a

和 10
.

5士 1
.

o k P a ( P < 0
.

0 1 )
,

也低于对照组 15
.

0 士 1
.

6

k P a 和 1 0
.

3 士 1
.

2k P a ( P < 0
.

0 1~ 0
.

0 5 )
。

.2 4 眼科检查 接触组 眼底血管 扩张 的 检 出率为

48
.

7 %
,

对照组为 1 3
.

4% ( P < 0
.

0 1) , 眼底动脉硬化

的检出率为 2 1
.

8 %
,

对照组为 1 1
.

9 % ( P < 0
.

0 5 )
。

眼

压
、

眼球活动及视力
,

两组间未见显著性差异
。

2
.

5 E C G检查 各指标的均值及异常检出率 两组间

均无显著性差异
。

2
.

6 脑血流检查 结果见表 2~ 4
。

可见反映脑血管扩

张
、

血管阻力降低的指标
,

接触组班后较班前及对 照

组明显增高
,

而反映脑血管弹性减退
、

周 围阻力增高

的一些指标接触组班前比对照组反而增高
。

衰 2 N G对作业工人脑血流的影响 ( X )

收缩波波幅 ( O ) 舒张波波福 ( O ) 重搏波指数
组 别 例数

左 侧 右侧 左侧 右侧 左侧 右侧

接触组班前

接触组班后

0
.

1 4 5 .

0
.

18 1

1 4艺* *

18 4

U
。

12 3

0
.

1 3 3

0
.

12 2 .

0
.

1 3 4

0
.

8 0

0 6 6* .

0
.

8 0

0
.

6 5二:
nón.

OU,i月̀ó匕

对 照 组 6 7 0
.

1 6 5 0
.

17 6 0
.

1 3 0 0
.

1 4 7 0
.

7 9 0
.

8 2

. ` . . . . . . . . . . . . . .

与对服组比 较
. P <

.

0 5 二 P < 。
.

01

2
.

7 血液循环功能检查 见表 5
。

反映心脏功能的主

要指标接触组班后明显低于对照组 , 血管功能
、

血液

粘度及微循环状态等指标
,

各组介q未见 明 显 差 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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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作业工人脑血流重搏波变化的发生率( 左侧 )

明显J s {在
组 别 例数

- 一

—
一

—例% 例%

接 触组班前 78 8 7
.

9 7甲 .0 3 38
.

4 6

接触组班后8 1 72 .8
.

吕s * .6 7
.

`z 二

对 照 夕几 6 7二 5 37
.

31 38 4 1
.

79

隐约 消失

4 4
.

F 了 * *

1
。

2 3二

0 2
.

9

与对照组比较
.P

一

〔0
.

0 5 * *P ( 。
.

0 1

表4N G作业工人脑血流波型变化的发生率( 左侧 )

杖直
组 别 例数 一-

一
-

- - 一

例%

接触组班前8 72 74 7
.

` .

接触组班后8 1幻 2 7
.

8

对 照 组 叮 C4 C
.

2

低张 转折 血竹禅性减退波塑

石

1弓8 1
.

5 .* 2.,

:;
与对照组比较 *1

〕 、 ’

0
.

0 5 . O
P

一

公
.

门

裹弓 血液娇环功能主要抬标检查结果 (又士 S D )

心 搏出量

( nr 飞/搏 )

心愉出量

( l /分 )

左心 有效泵力

( k g /搏 )

左心 搏功 心肌耗氧
组 别 例效

指数 J行数

接触组班前

接触组班 .f7

对 照 夕j汇

7 8

8 1

C7

8 2
.

3 士之5
.

了

6 1
.

2 士 1 5
.

`二

3 0
_

1 士 2 3
_

8

C。 2 士 1
。

6

4
.

7士 1
.

5二

5
.

9 土 1
,

6

1
。

9 土 0
.

4

1
.

e 士0
.

念. *

1
.

8 士 Q
.

3

7 3
.

0 士 2弓
.

9

5 1
.

3 士 1 9
.

6

下0
.

3 土 2 2
.

9

2 0 2 3
.

4 土3 4弓
.

9

17 87
.

C 士忍1 苏
.

8 .

1
八 n 1

.

0 士 4 0 5
.

6

与文J照 红i比 较 . P < 0
.

0 5 琳 率
P < 0

.

0 1

乏
.

8 肺功能检查 在通气功能检渔j华标中
、

接触组除

V C ( % ) 的均位低于对照组
、

异常检出率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外
,

F V C ( 孕石)
、

F E V I 又;石) 及小气道拓标

等组问井异均无显 弃性
。

2
.

9 胸部 X 片检查 铭例按触工人双肺纹理 明显增

粗增多者 1丁例
,

占 2 1
.

8 %
,

单侧或双侧肺纹理增粗
、

增

多者 5 5例
,

占丁0
.

6叱
。

分析 X线胸片肚 纹理改变与肺

功能的关系
, ,

长见明显 411 关
。

2
.

10 化验检查 见表 6
。

接触组 M ll b 异常者21 人

中
,

M H b s一 2 0 夕̀ 者 9人
,

占 4 2
.

9%
,

) 10纬者 1 0

人
,

占 ,l7
.

3%
。

肝功能与血脂
,

组间差 异 均 无显著

性
。

2
.

11 工龄 与各主要检查指标的关系 20 年以上工龄

组
,

接触组眼底血管扩张
、

眼底动脉硬化及 E C G 异

常的检 出率显著高于同工龄对照组 ( P < 0
.

0 5或 P <

0
.

0 1〕
,

脑血管弹性减退的检出率较对照组有增高趋

势
。

2
.

12 分析车间空气中 N G 浓度与检查指标的关 系

M H b 含量与车问空 气中 N G 浓度密切
一

正相关 ( 1 ,

表 6 M ll b均值及异常检出率的比较

异 常 ( \ 之l乡̀ )

组 朋 例数 X 士 S D (夕石》 -

—
例数

接 触 组

对 照 组

7 2 1
.

8 1士 3
.

2 2巾 *

吐3 e
.

阳 士 1
.

0 2

2 1 2 9
.

2

与对照组比 较 二 P < 0
.

01

0
.

9 9
,

P < 0
.

0 5 )
。

3 讨论

文献报道长期接触 N G 可使工人发
“

!毛慢性
,
1
,

毒
,

其中毒主要表现是头痛
、

低血压
、

心悸
、

易痰劳
、

记

忆力减退
、

M H b 血症
,
少数工人在停止接触后发生

心绞痛样症状
。

本文结果与之基本类似
。

唯 心血管疾

病发生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

这可 能
一

, J凡出现心 lI’i1

管疾病就调离该岗位有关
。

如近 5年来
,

该车间因心

律失常等调离 N G岗位的就有 5例
。

眼底与脑血流检

查
,
显示接触 N G可使血管发生扩张

,

这可能是工人血

压偏低
、

心泵功能降低及感到头晕
、

乏力的原因之一
。



一

23 1
-

`
卜网工业医学杂志3 1 99年第6 卷第4 期

国外有报道接触 NG2 0年以上
,

心血管病死亡粗

率比为 2
.

5 , 本资料 20 年以上工龄组
,

眼底动脉硬化
、

E C G异潇及脑血管弹性减退的检出率高于对照组
。

表

明长期接触N G
,

血管已有弹性减退以至硬化的趋势
。

提示长期接触较高浓度 N G对工人的健康有一定危害
。

本凋在见接触组 M H bl 均值及异常检出率均高于

对照组
,

并且与车间空气中 M G 浓度呈明显剂量
一

反

应关系
,
提示 M H b可作为工人接触水平参考指标

。

本调 查见接触组班后收缩压
、

舒张压较班前及对

照组明显降低
,

与文献报道一致
。

提示接触 N G可使血

压下降
,

而停止接触血压反而
一

仃升
.

佰的危险
。

眼底血

管及脑血流检查的变化也说明了这 一 点
。

接触组X线胸片肺纹理增粗增多
,

可能与N G使肺

血管扩张有关
。

建议改革工艺
、

加强通风换气以降低车间空气中

N G 浓度
,

并注意皮肤防护
,
加强健 康 监 护

,
以防

N G 的职业危害
。

( 侯弘建
、

阁文银
、

王东
、

汤昌镇
、

王英
、

王润兰
、

书 田
、

张建琦
、

张礼俊等同志参加了都分工作
,

特致谢
。

电焊工神经行为功能变化的初步探讨

沈阳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 1 100 01 )

罗东升 热 萍 郑松 涛 陈成立 李晓 兰 李永长

W H O 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验方法
,

能敏感地

反应出机休神经系统亚临床病理损害
,

国内已有接触

汞
、

有机磷农药等作业工人行为功能的报道
。

为研究

电焊工神经行为功能的变化
,

我们对 电焊工及对照组

进行了行为功能的测验与研究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受检对象选电焊作业锰接触工人71 名为接触组
,

其中男性68 名
,

女性3名
,

平均年龄 36
.

2 士 6
.

5岁
,

平

均工龄 10
.

7 士 7
.

5年
。

另以 33 名无职业危害接触史的

服务员为对照组
。

其性别
、

年龄及文化程度构成与接

触组相似
。

受检对象都无明显神经系统
、

视听觉
、

手部

运动疾患
。

均在受检前 24 小时内禁酒
,

禁服用镇静剂
。

1
.

2 在电焊作业场所工人工作带高度以玻瑞纤维滤纸

固定在粉尘采样夹上
,

以 15 升 /分的速度抽取 5分钟空

气
。

滤纸带回实验室
,

采用磷酸
一

高碘酸钾比色法分

析
,

共测 14 个电焊作业点
,

56 个样品
。

1
.

3 按W H O 神经行为核心渊验方法 (梁友信
。

介绍

W H O推荐的神经行为核心测验组合
.

工业卫生与职

业病 19 5 7 ; 1 3 ( 6 ) :
53 2 )

,

对受试者进行行为 )TJ 能渊

验
。

视觉运动反应仪为江苏泰兴产 S M R 型电子视觉

反应仪
。

1
。

4 采用“ 检验与方差分析
,

对结果进行判定分析
。

2 结果

2
.

1 车间空气中锰浓度

按对各电焊作业环境空气中锰含量调查结果
,

把

电焊工组分为超过最高容许浓度组和未超过最高容许

浓度组
,

两组作业条件基本相同
,

未超标组作业 环境

锰浓度范围为 0
.

0 31 一 0
.

1招 m g /m
, ,

平均锰浓度为

0
.

07 8 士 0
.

03 4m g / m , ; 超标组作业环境锰浓度范围

为 0
.

2 10一 o
.

9 9 o m g / m
, ,

平均 锰 浓 度为 0
.

36 2 士

0
.

13 2 n lg / m
, 。

2
.

2 行为功能测验结果

2
.

2
.

1 情感状态测验结果 电焊工组易出现紧张
、

抑

郁
、

愤怒
、

疲劳及困惑
,

与对照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

衰 1 情感状态侧验结果比较表 (得分 )

电娜组 ( n = 7 1) 对照组 ( tt ` 3 3 )

目脸项目

—
一二二- 一一- - -

.

一
2` P

X 5 X S

紧张
一

焦虑 15
.

9 6
.

3 6
.

9 3
.

4 9
.

4 4 < 。
.

0 1

抑郁
一

沮丧 1 5
.

8 9
.

6 8
.

0 7
.

0 4
.

4 4 < 0
.

0 1

俄怒
一

敌玄 18
.

7 9
.

0 1 0
.

5 7
.

5 5 .4 5 < 。
.

0 1

找劳
一

惰性 16
.

7 8
.

1 7
.

5 3
.

, 7
.

80 < 。
.

01

有力
一

好动 1 6
.

2 ,
.

5 1 6
.

6 5
.

0 0
.

2 4 > 0
.

0 5

嘴乱
一

迷感 1 4
.

7 6
.

5 6
.

3 3
.

8 8
.

2 7 < 0
.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