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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中
、

下肺野出现不规则小阴影占 62
.

5 % ( 55例 )
,

类圆形小阴影占 11
.

36 % (1 。例 ) ,

类圆形小阴影与

不规则小阴影同时出现占 12
.

5% ( 11 例 )
。

2
.

4 动物实验

山东医科大学病理检查报告为肺泡壁增厚
,

肺泡

间隔有不同程度纤维组织增生及 巨噬细胞分布
。

有的

巨噬细胞内见吞噬的异物
,

部分形成泡沫细胞
,

可见

多核异物巨细胞
。

小实变灶形成
,

巨噬细胞和增生的

纤维结缔组织填充于肺泡腔形成小实变灶
。

肺气肿
、

病

变周围肺组织可见不同程度的肺泡膨胀
、

间隔变窄
、

间

孔扩大
、

间隔断裂
、

肺泡相互融合成较大气肿囊腔
。

此外
,

肺泡壁发现贴附的疑为微绒毛样物质
。

对照组

基本正常
。

动物血清铜兰蛋白测定
:
观察组与对 照 组 各 6

例
,

观察组 2 3一 30 0 n l只/ L
,

平均 193
.

8m g / L ; 对照

组 46 一 116 m g / L
,

平均 71 m g / L
。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

照组 ( P < 0
.

0 5 )
。

2
。

S 预防措施

采取密闭通风除尘
、

湿式作业取得了满意效果
,

采

取密闭通风除尘前后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对比见表2o

表 2 羽毛车间密闭通风除尘前后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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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问戈 欲 密闭通风前粉尘 密闭通风后粉 前后 对比粉尘浓

浓度 m g /m 3 尘浓度 m g /m , 度 下降倍数

大羽毛分毛

大羽毛除灰

大羽毛水冼

3 1 1

2 2
.

5

2 0
.

2

2 0
.

习

9

1 0
.

5

1 4

1
。

5

0
.

9

小羽毛半成品车问湿式作业粉 尘 浓 度 为 2
.

弓

功 g /m
, ,

较小羽毛分毛车间 3 0
.

sm g /m . 降低 1 1倍
。

3 讨论

万
.

1 羽毛尘属混吞性粉尘
,

除有机物外还有无 机 成

分
、

细菌
、

霉菌等
。

长期吸入引起呼吸道病变
。

本组

病例以咳嗽
、

咳痰
、

胸痛
、

胸闷
、

气短等为主要临床

表现
。

随着专业工龄的增加
,

症状检出率逐渐增高
。

3
.

2 有机粉尘的致病特点和机理 目前认识 不
,

有

的认为主要引起过敏性肺泡炎
,

也有主张各种粉尘均

能导致肺纤维化的病变
。

本文调查 大羽毛 为鹅
、

鸭羽

毛
,

使用机械分毛
,

粉尘浓度较高
,

游离 5 10 . 含量

为2 9 %
,

与国内有关报道相似
,

故羽毛尘肺病因应首先

考虑为矽尘所致
。

大羽毛作业粉尘浓度及游离 51 0 .

虽然较高
,

但工人工龄较短
,

累计吸尘量较 少
,

因此

发病率较低
。

小羽毛为鸡羽毛
,

采取手工分毛
,

虽然

粉尘浓度及游离 51 0 : 均较低
,

但工人工龄较长
,

累计

吸尘量较大
,

所以艾病率较高
,

故羽毛尘肺的发病可

能与毛千中的角蛋白有关
。

肺部 X 线改变以肺纹理

和肺野改变比较明显
,

不规则阴影甚多为特征
。

3
.

3 有人报告羽毛尘致肺部病变的特点为染尘 早 期

肺泡间隔增厚
,

肺 内有巨噬细胞及尘细胞结节
,

可见

网状纤维增生
,

后期由纤维细胞及网状纤维构成
,

并

称为
“
羽毛工尘肺

” 。

本文结果
,

染尘 3 个月即可见

明显的实变灶及肺泡间隔纤维增生
,

较上述结果更典

型
,

且肺气肿广泛
。

作者认为
,

羽 毛尘可至尘肺
。

病

变的最终结局必然形成尘肺的广泛间质纤维化
。

低浓度盐酸雾对工人职业危害的调查

南票矿务局职业病防治所 (1 21 0 15) 任维政 项淑芬 毛春 莉

为探讨低浓度盐酸雾的职业危害
,

对某厂氯化铝

车间进行了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

结果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接触盐酸雾工人77 人作为接触组
,

年龄为 19 一 52

岁
,
平均 3 2

.

5岁
,

接触工龄 10 个月至 14 年 7 个月
,

平

均 7 年 10 个月
。

以不接触盐酸雾的医护和办公人员 31

人作为对照组
,

其年龄
、

性别构成与接触组相近似
。

1
。

2 调查方法

对接触组和对照组均按统一调查表进 行 个 案 调

查
。

调查项目包括职业接触 史
、

自觉症状
、

口腔常规

检查
、

唾液 p H值测定 (用情密 p H 试纸法 )
。

牙齿

酸蚀症诊断采用国内郑麟蕃的分级标准 (郑麟蕃
.

制

酸工人的 口腔情况
,

中华口腔杂志 19 5 5 , 1 :
15

。

)
。

盐

酸雾浓度测定采用硝酸银比浊法
。

2 润奋摘果

2
.

1 车间空气中盐酸雾浓度

氯化铝车间在生产过程中
,

煤歼石粉与故酸在高

温下反应
,

浓缩
、

沉淀及成品包装都有盐酸雾挥发
。

通

过历年度20 个样品测定
,

盐酸雾浓度为 4
.

1~ 13
.

5m g

/m , ,

平均 6
.
g m gm/

, 。 明显低于国家卫生 标 准
。

2
.

2 自觉症状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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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酸雾接触组与对照组 自觉症状比较 衰 3牙齿酸蚀症与工龄关系

接触组 对照组
自觉症状

二r 龄
( 压仁)

酸 蚀 症 检出率

例数 例数 %
人数 合11

牙 痛

对 冷 敏 感

对 破 敏 感

咀 吸 无 力

牙 齿 松 动

牙 眼 出 血

鼻粘膜 于燥

咽 痛

流 泪

眼 刺 痛

425 4
.

5

41 6 7
.

0

48 6 2
.

3

45 01
.

9

3 7 48
.

1

5 0 41
.

9

5 3 C8
.

8

3Q 8 3
、

9

9 5 3 0
.

6

29 3 7
.

7

6 ]9
.

6 4
.

8 3

1 03 2
.

8 2
.

01

619
.

41 0
.

1 6

9 9 2
.

1 0 0
.

1 2

1 42
.

9 1 2
.

18

1 3 2 0
.

3 2
.

89

8 18 5
.

1 3
.

9 0

1 69
.

4 4
.

1 7

9 9 2
.

0
一

4
.

5 6

5 1 6
.

15
.

1 1

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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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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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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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口腔疾患检出结果( 见表 4)

裹 4其它 口腔疾患检出结果

组 别 人 数 成齿 牙暇炎 牙 周! 赶

36.

8

6n
ù,J舀匕J组,且月才,上

竹̀no

接触组牙痛
、

对冷和酸性食物敏感
、

咀嚼无力
、

牙 齿松动出血
、 _

l二呼吸道及眼结膜刺激症状发生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

2
.

弓 牙酸蚀情况

2
.

3
.

1 牙 齿酸蚀症检出率 (见表 2 )

接触组 26 人 仃牙齿酸蚀症
,

检出率 3 3
.

8 % , 对照

组仅检出 1例类 妞 I
。

度的改度
。

两组检出率有显著

差异 ( P < 0
.

0 1 )
。

接触组

对照组

. P < 0
.

0 5

表 2 牙齿酸蚀症检出率

检查
组 别

人数

酸 }虫 症 检出率
合计

(% )

7 7

3 1

3 3
.

8

3
.

2

内O
,.J叮̀

jJ.
八甘8C.斤̀. .止,二接触组

对照 夕几

入 , = 1 0
.

9 9 P ( 0
.

0 1

2
.

3
.

2 牙齿酸蚀症病变表现

牙 齿酸蚀症 三。要侵蚀夕卜露部分 。
:

齿
,

以

一 !一
2 1 ! 1 2

为主
。

病变先损害牙 釉质部分
,

出现透 亮或乳白色
,

进一步脱钙软化
,

切端发生缺损
,

侵及 牙本质
,
引起

牙冠 短缺 jIJJ 陷
。

2
.

3
.

3 牙齿酸蚀症与工龄的关 系 (见表 3 )

随着工龄增长
,
牙齿酸蚀症检出率逐渐增高

。

接触组龋齿 (包括龋
、

补
、

失 )
、

牙眼炎检出率

与对照组 比较无显著差别 ( P > 。 .

0 5 )
,

表明这两种口

腔疾患与接触酸雾无明显关系 , 而接触组牙周炎的检

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5)
。

3 讨论

3
.

1 长期接触低浓度盐酸雾者
,

有明显
_

L呼 吸道
、

眼

结膜刺激症状和牙齿酸蚀挤状
。

牙齿酸蚀症检出率接

触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
。

牙齿酸蚀症以牙釉质轻度改变

为主
,

随着接触工龄的延长
,

牙齿酸蚀症检出率逐渐

增高
,

酸蚀程度也不断加重
。

鉴于盐酸雾对上呼 吸道

等刺激作用和牙齿酸蚀作用
,

对酸雾接触 工 人 应 加

强防护
。

如加强车间内通风换气
,

使空气中盐酸雾 浓

度进一步降低
。

同时采取相应的个人 防护措施
,

如穿

作业服
,

戴防毒 口罩 (滤料取活性炭 ) :
班后用 l ~

2% N a H C O , 水漱 口
,

注意 1L 腔卫生等
。

卫生部 门也

要加强对接酸作业工人的口腔保健
,

定期开展健康监

护工作
。

3
.

2 空气中氯化氢的国家最高容许 浓 度 为 15 m g /

nI
, ,

并不能保证工人不受职业危害
,

建议有必 要 修

订这一 现行卫生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