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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尘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原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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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期尘肺死亡年龄

死亡病例中
,

最小年龄30 岁
,

最大年龄 85 岁
,

平

均死亡年龄 5 7
。

8 7岁
,

低于本市普通人群平均 死 亡年

龄 6 5
.

46岁
。

其中 I 期 5 9
.

5 5岁
,

I 期 5 8
.

2 1岁
,

I

期 5 2
。

34岁
。

2 讨论

引起尘肺直接死因
,

本组病例以并发呼吸系统疾

病为最多见
,

达 3 42 例
,

占尘肺死亡的 55
.

97 %
,

因尘

肺患者长期吸入含游离 5 10
2 较高浓度的粉尘

,

引起

肺组织纤维化和矽结节
,

肺部受损严重
,

易受侵害
,

故多死于并发呼吸系统疾病
。

尘肺合并结核是尘肺致死的另一重要原因
。

本组

死亡病例中
,

直接死于肺结核的 185 例
,

占即
.

27 %
,

远高于贵州省 18
.

94 % 和四川省的加
.

25 %
,

其中 l 期

尘肺死于合并肺结核的58 例
,

占 I 期尘肺死亡病例的

53
.

30 %
,

I 期和 I 期尘肺死于合并肺结核的分别占其

全部死亡病例的23
。

20 % 和 26
.

48 %
,

反映出随 着 尘肺

病期的进展
,

合并结核的也增多
,

尘肺与结核根互促

进
,

致使病情恶化
,

促使患者加速死亡
。

文献报告
,

近年来许多学者
,

从流行病学和矽肺

病人尸检资料的研究中均发现矽肺合并肺癌有超高现

象
,

本组尘肺合并癌症者
,

以肺癌死亡最多
,

达 57 例
,

占全癌死因的 5 1
.

8 1%
,

与本市普通人群癌症死亡构成

比较
,

P < 0
.

0 0 1
,

差异非常显著
。

其他癌症与本地普

通人群比较
,

P值均 > 。 .

05
,

差异不显著
。

综上所述
,

应加强尘肺患者的医学监护
,

尤其在

我国北方
,

冬春季更应注意预防其合并呼 吸 系 统 疾

病
.

特别应做好尘肺病人的结核病防治
,

加强医学监

护
,

增强体质
,

预防感染
,

这对于降低尘肺病死率
,

延

长尘肺患者寿命是至关重要的
。

70 砂模浇钢时急性中毒事故原因探讨

— 附 9 例急性中毒报告

上海市职业病医院 ( 2 0 0 0 0 3 ) 唐春 元

上海市第三钢铁厂

周 泽深

江淑梅

石灰石砂 ( 70 砂 ) 因游离二氧化硅 (51 0 , )含 量

明显低于石英砂
,
19了2年开始

,

上海某钢铁厂用其代替

石英砂作为造型材料
。

自用 70 砂造型以来
,

从未发生

过因 7 0砂引起的尘肺及其他职业病
,

但 1 9 92年 4 月 了

日
,

在铸钢浇铸后发生了 9 例急性中毒病例
。

现将此

9 例中毒病例报告如下
,

并对其中毒原因进行探讨
。

临床资料

本组 9 例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 38 ~ 55 岁
。

19 9 2年

4 月 7 日在 2 6
.

8吨轧钢铸件浇铸结束时
,

行车所吊之

平板平放于浇铸坑底后无法退钩
,

工人赵某见状慢慢

走到 1
.

9米深的坑底帮助退钩
,

退钩后即昏倒在坑底 ,

坑边另一工人见后
,

即大声呼救
,

并奔跑 至 坑 底 营

救
,

但也昏倒在坑内 , 第 3
、

4 位工人见此情景
,

立

即呼叫着奔去相救
,

以后陆续有很多人前来救助
。

在

30 分钟的救护过程中
,

第 2
、

3
、
4 位工人当场死亡

,

6 人昏迷
。

3 例死亡者中 2 例脸色青紫
,

1 例脸色苍

白
。

昏迷的 6 人中 2 人出现抽搐
,
2 人躁动

,

l 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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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失禁
,

血压
、

心率均无明显异常
,

口唇均无要桃

红色
,

此 6 例患者即刻被送往医院抢救
,

给予吸氧
,

静脉注射甘露醇
、

地塞米松
、

细胞色素C 等
,

并送入

高压氧舱治疗
,

每 日两次
。

此 6 例患者经高压氧舱治

疗后
,

分别于 3 ~ 10 小时后清醒
。

进高压氧舱前未进

行实验室检查
,

经过一 次高压氧舱治疗后
,

血
、

尿常

规
、

肝
、

肾功能
、

心 电图检查都正常
,

碳氧血红 蛋白

( bH C O )正常
。

经过 10 天治疗后
,

6 例患者均痊愈出

院
。

1 5 9

2 讨论

该厂铸钢造型的材料是石灰石砂
,

即碳酸钙
。

碳

酸钙遇高温 (钢水温度高达 1 500
“
C ) 分解为氧化钙和

二氧化碳 (C O Z )
,

C O ,再和钢水中的铁作用
,

生成一

氧化碳 ( C O ) 和氧化铁
。

故本组 9 例患者应考虑由于

急性C O 中毒所致
。

19 7 2年
,

上海市协作组曾对 70 砂

造型浇铸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了检测
,

结果显

示
:

操作带下风向空气中C O最高浓度为 15 即功 g / m
3 ,

C O
Z
最高浓度仅为。 .

2% , 冒口 或排气 口烟气中 5 0 2及

N Z O s的浓度都很低
。

在这几种气体中
,

C O 卜 5 0 2和

N Z O ,都不致引起中毒
,

仅C O浓度很高 (国家最高容

许浓度为 30 m g / m
3 。

在短暂作业时间内
,

可予放宽
,

作业时间在 1 小时以内
,

C O 浓度可达到 s om g /m 、

3 0分钟内
,

可达到 100 m g/ m 3 ; 15 一加分钟
,

可达到

2 00 m g /m 3 。

我院于这次事故发生后
,

模 拟 中 毒 现

场
,

在浇铸开始前 3 0分钟及浇铸完成后不同时间内测

定浇铸坑内不同高度及砂箱上方高出地面 1
.

5 米 (相

当于工人呼吸带的高度 ) 的 C o
、

C 0 2和氧气协 O : ) 浓

度
,

结果显示
,

浇铸结束后
,

各采样点C O和 C O : 浓

度均呈迅速上升趋势
,

60 分钟内都达最高峰
,

C O 最

高浓度为 s
.

g x l o 4 I n g / m
3 ,

C o z 最高浓度为 i
.

3 x

2 0 ,
功 g /m 3 ,

其中C O 浓度超标 1 2 9 9倍
,

若按 2 5~ 2 0分

钟内操作来比较
,

超标 194 倍
。

C O中毒程度主要取决

于血液中H b C O 的饱和度
,

当 H b C O 饱和度达45 ~

60 %时
,

出现恶 心
、

呕吐
、

昏迷
,

90 % 时死亡
。

本组

中 6 例血 H七C O 浓度均在正常范围
,

但此测定是在 经

过一次高压氧舱治疗后进行的
,

在诊断上 已无意义
.

我国标准有关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

浓度
,

C O Z一次为 0
.

04 11唱 / m 3 ,

本次测定结果是此标

准的 325 万倍
。

19 72年测定时
,

C O Z 浓度不高
,

本次模

拟现场测定结果
,

C 0 2浓度很高
,

这种测定结果的明

显差别主要是与场地情况
、

测定地点和铸件大小的不

同有关
。

高浓度C O Z可以使呼吸抑制甚至死亡
.

本次

测定结果还显示
,

C O 和 C O : 的浓度峰值随着平面深度

下降而上升
,

坑底C O的最高浓度为高出地面 1
.

5米处

的C O 最高浓度的 5 9倍
,

而 C O :
为 7 5倍

。

50一 60分钟

后
,

C O 和C O Z 浓度很快下降
,

8 小时后降至国家容

许浓度以下
,

且 C O和 C O Z
浓度的增减趋势是一致的

。

0 2浓度在各次各点测定结果 显示
:

0 2浓度随 C O

和 C O Z
浓度增加而减少

, 0 2 最低浓度为 2
.

8%
。

正常大

气中含 O :

21 %
,

当吸入气的0 2含量降至 10 % 时
,

可

出现中枢神经活动减弱
,

降至 7 一 8 % 时
,

可出现窒

息
、

昏迷甚至死亡
。

可见
,

本次主要系急性C O 和 C O Z 混合气体中毒

而缺0 2加重其危害所致
。

9 例患者中
,

第一位工人是在平静状态下走至坑

底
,

虽中毒昏迷
,

但未死亡
。

第 2
、

3
、
4 位工人进入

坑底后
,

接触的环境与第一位工人相同
,

但进入坑底

前的一短时期内情绪都呈高度紧张状态
,

又都是在体

力负荷极大的情况下 (奔跑 ) 进入坑底的
,

体力负荷

增加后产生 了一系列生理改变
。

人体在剧烈运动时
,

不仅需 0 2量明显增加
,

机体有氧代谢产生的C O Z量可

以达 到平静时的 8 ~ 10 倍
,

体内的C O : 张力也相应升

高 , 现在外环境 C O Z浓度更高
,

使肺泡气中C O Z分压

增高超过血液内C O : 张力
,

血液中C O : 不能扩散入

肺
,

反而肺泡气中C O : 会迅速扩散入血液
。

C O Z通过

肺泡膜的速度要比 0 2 大 25 倍
。

上述一系列变化使机

体对高浓度有害气体及缺 0 2 的影响更加敏感
,

耐受

能力明显降低
,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第 2
、
3

、
4 位工人

死亡的原因
。

该厂以往尘肺危害相当严重
,

尤其是铸钢车间
,

用 7 0砂造型 以来的 20 年中
,

尚未发现 1 例因 70 砂引起

的尘肺病例
。

70 砂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产生有害气体
,

该厂制订 了操作制度
,

需在浇铸后 72 小时才可以入坑

开箱
。

本次模拟现场测定结果显示
:

C O和C O Z 在浇

铸后 8 小时均降至国家容许浓度以下
,

本次中毒事故

的发生是在浇铸结束后 30 分钟内工人违章进入浇铸坑

内造成的
,

又由于工人缺乏 自救互救知识进一步酿成

了 1 人中毒
,

多人受累的惨痛结果
。

因此
,

工厂有关

部门需进一步改善工人作业环境
,

严格操作规程
,

向

工人普及救护知识并配备必需的抢救设施
,

防止职 t

危害的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