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要不 时地受到对面车灯的照耀
,

破坏暗适应
,

产生眩

日感
,

照后约需 3 一 5 秒钟
,

暗适应才能恢复
。

如果

车速为 50 k m / h 时
,

5 秒钟内汽车盲 目行驶 60 多

米
,

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

所以要求驾驶员要有良好

的夜间视觉功能
,

以保证夜间行驶安全
。

3
.

2 机动车驾驶员暗适应时间的常值

关于机动车驾驶员暗适应时间的体格检查标准
,

以往我国缺乏这方面的资料
,

其他国家也未见统计
。

l
一

卜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4年第 7 卷第 2 期

我们对 1 1 1 8名驾驶员快速暗适应时间进行了调查
,

其

总体呈正态分布
,

可按X 士 1
.

96 5确定正常值范围
,

且

快速暗适应时间越长
,

夜间视觉功能越差
,

故取上限

值
。

本文测定结果
,

快速暗适应时间 95 % 的常值上限

为 6 2
。

10 秒
。

因此
,

可将机动车驾驶员快速暗适应时

间体检标准定为毛 6 0秒
。

( 本文滚哈尔滨 医科大学刘树春教授
、

空军航空医学研

究所高世宏研究员指导审 阅
,

特此致谢
。

)

谷糠尘对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及实验研究

南 宁市卫生防疫站 ( 5 3 00 11 ) 邓 国义 陈天信 何景美

谷糠尘是一种植物性粉尘
,

它对作业工人的健康

危害
,

己日益引起重视
。

为了解谷物加工中所产生 的

粉尘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

研究谷糠粉尘的危害性
,

我

们对南宁市某大米厂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
,

并做了

动物实验研究
。

现报告如下
。

1 内容与方法

1
.

1 生产环境劳动卫生学调查

在大米加工过程中
,

分别对各口二序作业环境进行

空气中粉尘浓度测定
,

同时采集降尘进行粉尘分散度

及游离 5 10
2 含量的分析

。

1
.

2 生产作业工人体检

受检者采用统一询问表进行职业史和自卿定状的

询问
,

体检项 目主要有呼吸系体征检查
、

肺功能测定

及X 线胸片等
。

并选择该厂无尘毒接触史的行政人员

作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
。

1
.

3 动物实验

以体重 15 。一 1 80 克健康大白鼠为实验对象
,

实验

组动物50 只
,

对 照组动物10 只
,

雌雄分开
。

采用自然染

尘法
,

在该厂谷糠车间内设置粉 尘签浓 度 约 为 50 一

20 0 m g / m , 的染尘室
,

将实验动物放置室内 喂 养
,

每天染尘 8 小时
,

连续观察 6 个月
。

对照组动物放置

于厂区内无尘毒污染处喂养
,

饲料
、

观察时间等条件

与实验组相同
。

染尘满 6 个月后
,

将两组动物同时处

死
,

对全肺进行湿重
、

生化指标及病理学检查
。

2 结果

2
.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该厂于 50 年代建成投产
,

是以大米加工为主的粮

食多层加工的企业
,

年产大米 7 万吨
。

主要有清谷
、

筛谷
、

碾米
、

筛米
、

打糠和装包等工序
,

生产过程均

为机械流水线作业
。

各工序产尘点均设有抽风除尘设

施
,

但因设备管理不当或操作的需要
,

尘源不能完全

密闭
,

车间空气中的粉尘浓度仍较高
。

我们分别对各

工序主要产尘作业点进行了粉尘浓度测定
,

结果见表

1
。

降尘分析结果
,

粉尘分散 度 小 于 5 微 米 的 占

93 %
,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为 3
.

5 ~ 12
.

3 %
,

平均

为了
.

6 %
。

表 1 各工序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测定地点 样品数
粉尘浓度 ( m g / m , )

范 围 均 值范 围 均 值

谷物清筛 6 3
.

5~ 12
.

3 5
.

3

打米机 5 5
.

3~ 2 1
.

5 1 1
.

2

大米分级筛 4 13
.

0一 6 6
.

0 2 5
.

5

大米 去石机 5 17
.

0~ 8 0
.

0 3 2
.

4

统糠 加工机 6 50
.

0一 2 5 0
.

0 8 5
.

0

谷壳振动 筛 4 1 6
.

5~ 4 7
.

5 3 1
.

5

谷壳储存 仓 连 8
.

0~ 2 8
.

8 16
.

4

2
.

2 体检结果

2
.

2
.

1 呼吸系统症状 从表 2 可见
,

接尘组症状出现

率均高于 对照组
,

经统计学 比较
,

两组间症状出现率

有显著差异 ( P < 。
.

0 5)
。

表 2 接尘组与对照组呼吸系症状比较

对照组 ( 2 7人 ) 接尘 组 ( 6 5人 ) 合计 ( 9 2人 )

征 状

—
-

一
例 % 例 % 例 %

3
.

7

3
.

7

3
。

7

3 7

9
.

2 7 7
。

6

7
.

6 6 6
.

5

6
.

2 5 5
.

4

9
_

2 7 7
.

6

4
.

6 3 3
.

2

7 5 7
.

6

嗽痰痛干促痛咳咳晒咽脚气

x , = 6
.

o 4 e 3 P < 0
.

0 5

2
.

2
.

2 呼吸道体征检查 从表 3 可见
,

接尘组鼻咽喉

疾患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
,

其检出率之间的差异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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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 ( P <0
.

0 5 )
。

表 3接尘组 与对照组呼 吸道体征 比较

{、 征 竺燮竺竺 {竺生燮丝竺 全一尘竺兰
例 %例 %例 %

咽部充 血 2 7
.

4 7 1 0
.

8 9 9
.

7

慢性咽 炎 2 7
.

4 1一 6 ]
.

9 1 3 1 4
.

1

扁体肿大 2 3
.

7 7 1 0
.

8 5 8
.

7

鼻甲 肥大 1 3
.

7 3 4
.

6 4 4
.

3

慢性 鼻炎 1 3
.

7 6 9
.

2 7 7
.

6

x Z =5
。

3 1 5 8 P <0
.

0 5

2
.

2
.

3肺功能测定 两组肺功能测定结果见表 4
。

采

用国产 F C` 一 1型肺量计对两组受检人员进行洲定
,

其中对照组男性 12 人
,

女性 15 人
,

年龄为27 一 54 岁 ,

接尘组男性 31 人
,

女性 34 人
,

年龄为26 一 52 岁
。

从结

果可见
,

接尘组肺功能 4 项指标实测均值低 于 对 照

组
,

两组间均值经统计学 比较
,

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

2
.

2
.

4 X 线胸片检查 92 例受检者胸片 X 线分析 结

果
,

诊为
“

尘肺
”

者 3人
,

可疑尘肺者 9人
.

其胸片X线

主要表现 为
:

肺 门密度增强
、

增大
,

结构紊乱
,

淋巴

表 4

组 别

接尘 组与对照组肺功能测定结果 ( X 士 S D 、

F V C ( m l) F E V i
.

o ( rn l ) F E V
i

.

o / F V C ( % ) M V C ( L )

接尘组

对照组

2 5 C今士 35 4
.

2

2 95 1 士 52 2
.

4

t = 5
.

0 6 4

P < 0
.

0 5

2 2 2 8 士 2 5 8
.

2

2 67 3士 3 12
.

7

t = 5
.

12 3

P ( 0
.

0 5

8 3
.

2 士 3
.

4

9 1
.

3士 5
.

2

t 二 5
.

3 2 6

P < 0
.

0 5

7 4
.

3 士 5
.

2

87
.

8士 6
.

5

t = 5
.

4 3 2

P ( 0
_

0 5

结肿大
,

肺纹理粗乱
、

扭 曲变形
,

呈不规则小阴影
,

肺野呈现不 同程度 的毛玻璃样 感
,

并 可见少许散在类

圆 形阴影
。

2
.

3 动物实验

两组实验动物在连续观察 6 个月后
,

分别解剖
,

对全肺进行了生化指标及病理学的检查
,

其中实验组

动物观察28 只
,

对照组动物 10 只
。

2
.

3
.

1 肉眼观察 实验组动物解剖后
,

大部分肺表面

可见针尖大小灰黑色 或灰白色小斑点
,

触有似颗粒样

感或硬结节块
,

支气管旁和肺门淋巴结肿大
,

未见粘

连现象
。

而对照组动物解剖观察
,

未见上述改变
。

2
.

3
.

2 肺湿重 比较 实验组与对照组全肺平均湿重 分

别为 2
.

04 克和 1
.

71 克
,

两组 全肺 湿重均值比较
,

无显

著差异 ( P ) 0
.

0 5 )
。

2
.

3
.

3 血清铜蓝 蛋白测定 实验组平均值为 4 4 1
.

3 u %
,

对照组平均值为 4 3 5
.

5 u %
。

两组均值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

2
.

3
.

4 胶原蛋白含量测定 实验组 动 物 平 均 值 为

1 4
.

4 9m g
,

对照组平均值为 8
.

62 m g
。

两组均值有非常

显著性差异 ( P < 0
.

01 )
。

2
.

3
.

5 病理检查 实验组动物镜下观察
,

大部分正常

肺组织消失
,

气管
、

支气管粘膜上皮明显增生
,

杯状

细胞量多
,

气管腔中多见上皮细胞脱落
,

上皮细胞
、

尘细胞
、

粉尘颗粒
、

炎细胞混合构成团块堵 塞 气 管

腔
,

气管周 围有人量炎细胞浸润
。

肺组织见大量棕黑

色粉尘颗粒沉 专于肺泡腔
、

肺间质
,

尘细胞吞噬 粉尘

后 聚集在肺 泡腔
.

呈灶状散在分布
,

间质增厚
,

纤维

细胞增生
。

尘
一
炎性 肉芽肿 和肺 泡炎较严重

,

使 肺 突

变 面积较大
,

远离支气管 的肺组织部分见尘细胞性结

节
,

部分代 偿性肺气肿
。

偏光镜下见细胞中有大量粉

尘
,

F oo 七 染色见网状纤维增生 ( + + )
,

V
·

G 染色见

肺间质胶原纤维增生 ( + )
。

对照组动物肺镜下观察
,

除支气管轻度炎症反应外
,

其它无特殊改变
。

3 讨论

谷糠尘的职业危害
,

国内外均有 报 道
。

有 人 对

26 5名大米加工作业工人调查发现
,

谷尘作业工人临床

主要表现为呼吸道刺激症状
,

约有37 % 的工人肺功能

出现 异 常
,

主 要 表 现 为 F V C
、

F E V I
.

。 减低
,

F E V :
. 。
与 F V C 比值下降

。

其异常率与作业 工 龄

长短无一致关系
,

但与接尘剂量明显相关
。

还有人调

查发现
,

接尘工人呼吸道体征检出率明显高于非接尘

工人
,

尘肺患病率随着接尘工龄的增加而增高
。

认为

长期吸入谷糠粉尘
,

不仅刺激上呼吸道拈膜
,

出现呼

吸道症状和体征
,

而且可 引起肺纤维化病变
。

本次调

查结果
,

接触谷糠粉尘作业工人呼吸系症状和体征出

现率明显高于非接尘工人
,

肺功能四项指标测定均低

于对照组
,

X 线胸片检查发现部分接尘工人肺部呈不

同程度的改变
。

这与国内外报道相似
。

肺部X 线改变多见于接尘时间长
,

在粉尘浓度较

高工序工作的工人
。

由此可见
,

长期从事大米加工的

工人
,

尽管吸入的粉尘中游离 5 10
, 的含量较低

,

但

在高浓度的粉尘作业 环境下工 作
,

同样可引起肺部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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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性变
。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

谷糠尘可 引 起 粉 尘
一
细 胞

灶
,

当谷糠尘长期大量进入肺后
,

使肺对其损伤不断

修复
,

导致结缔组织增生
,

最终产生程度不同的
,

以

间质性纤维化改变为主的肺纤维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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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糠粉尘所含的成份十分复杂
,

既含有植物有机

成份
,

也含有矽无机成份
,

是什 么因素在致病作用中

起主 导作用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尚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

长广煤矿尘肺流行病学调查

浙江长广煤矿 公司卫生防疫站 (3 1 3 1 1 7) 潘新花

为摸清我矿尘肺发病情况及分布规律
,

为防治尘 例
、

134 例
。

1 9 8 0年后粉尘作业人员每隔三年普查一

肺提供依据
,

我们对建矿 以来的尘肺病例进行了流行 次
,

每年检查三分之一
。

至 1 9 9 0年底时
,

共累计各期

病学调查
,

报告如下
。

尘肺患者 7 97 例
。

在资料整理中以流调卡片为基础资

1 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料
,

进行统计分析
。

我矿建于 1 9 5 8年
,

现有职工 1 6 0 0 0 余人
,

年产煤 2 结果

10 0万吨
。

所产煤为烟煤
、

气肥煤
。

2
.

1 发病率和患病率

1 9 5 8 ~ 1 98 0 年
,

尘肺普查间隔期不一
。

1 9 6 5
、

从表 1 可见累计患病率为 10
.

95 %
,

新发病率平均

19 70
、

1 97 5 年三个时期累计尘肺病例分别为19 例
、

82 1 % 左右
。

表 1 历 年尘肺患病率和发病率

年 份 普查人数 累计病 例 患病 率% 受 检人数 新发病例 发病率%

1 98 0 年 2 5 6

1 9 8 1~ l e 8 3年 8 6 62 4 8 5 5
,

C O 7 5吕3 2 2 9 3
.

0 2

1 S E 4 ~ 1 9e 6年 〔 6 9 3 C 0 8 6
.

9 9 7 1 4 4 ] 2 3 1
.

7 2

1仁乞7 ro l 〔〔 C年 礼 77 7 9 7 1 0
.

9 5 5 二3 1 17 9 3
.

4 2

注
: 19 8 8年未普查

。

受检人数 “ 普查人数 一 老 病例

2
.

2 发病工龄 和纯采工的发病工龄较主掘
、

混合和主采工短
。

平均发病工龄 18
.

59 士 6
。

35 年
。

从表 2 可见纯掘

裹 2 不「工种的发病工龄比较

工 种 纯掘 纯采 主细 混合 主采 其他 合于】

例数 19 7

发病工龄 15
.

83 土 6
.

65

4 9

1 5
_

85 土

1 8 6

1 8
_

9 4 土 6 14 2 0
_

7 4 土 19
_

1 6 士 6
.

15

4 4 7 9 7

2 0
.

3 7 士 6
.

2 1 1 8
.

5 9 士 6
.

2 5

2
.

3 晋级情况 存资料完整的 7 28 例晋级情况分析见表 3
。

普查初次诊断为 I 期的病人
,

每年复查一次
。

现

裹 3 煤工尘肺的晋级情况

I ee 一 ) 1 I ee
) l

月匕 O d .

es
一

一一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I 期人数 晋级人数 晋级率% 晋级 年限 ( 年 ) 1 期人数 晋级人数 晋级率% 晋级 年限 (年 )

单纯 尘肺

尘肺 合并结 核

合 计

C 5 3

7 0

7 2 8

I C 0

3 3

1 93

2 4
.

3

;; ;

3
.

2 3 士 2
.

7

5
.

37 8 士 4

3
_

5 57

2 0 4

7 2

27 6

1 3

18

3 l

6
.

4 3

2 5
.

0

1 1
.

2 3

.

5 9 6 士 4
.

6 5

7
。

7 4 士 4
.

9

7
_

68

2
.

4 期别分布及合并结核情况

7分7例中合并结核 12 2例
,

合并率 15
.

31 %
,

并随着

期别升高而增高
,

成正相关 ( r 二 。 .

9 5 8 3 )
。

不同的工

种
,

结核合并率也不 同 (见表 4
、

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