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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见
,

铅吸收和铅中毒病人主要集中在铅

浓度高的熔炼车间烧结
、

熔炼工段
,

其次为精炼车间

的浇铸
、

电解工段
。

表明车间空气中铅浓度越高
,

对

工 人的铅危害程度越严重
。

3 讨论

目前我国黄金冶炼多采用两种方法
:
一为水法

:

焙烧 , 收尘、 酸浸* 佩化 , 炼金
;
二为火法

:
混料 ,

烧结 , 熔炼 , 精炼 , 炼金
。

该厂采用火法高炉冶炼
,

原料为含铅量极高的铅精矿
。

因而在 原 料 制 备
、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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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熔炼
、

精炼等过程都产生大量铅烟
、

铅尘
。

该厂

多数作业点铅浓度超过国家标准几倍甚至数 十倍
,

特

别是鼓风炉 (熔炼 )工段
,

露天作业
,

炼铅时铅水飞戮
,

烟尘蔽 日
,

并受风向影响
,

铅烟浓度高达 1
.

3 3I n g /m
3 ,

超标 43
.

33 倍
。

工人除穿工 作服外
,

很少有其它 防 护

措施
,

因而铅可直接通过呼吸道进入工人机体 , 有些

岗位的工人皮肤直接接触铅料
;
少数工人饭前斑后不

认真冲洗
,

可通过食物经消化道进入机体
。

上述结果表明
,

黄金冶炼作业中的铅中毒间题值

得引起重视
。

沥青养路工癌症死亡调查

湖南省湘潭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 4 1 1 1 0 1) 陈雪林 序东明

有报道
,

工厂接触沥青的作业工人肿瘤死亡增高
,

但养路工使用沥青所引起癌症死亡调查国内尚未见报

道
。

为此
,

我们对本市市政公司沥青养路工进行了癌症

死亡 回顾性队列调查
,

为今后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凡本公司 1 9 5 6年 1 月 1 日至 19 70年 1 2

月 3 1日在册
,

从事沥青养路工作工龄 1年以上
,

且未

从事其它有毒有害作业的全部职工 (包 括 在 职
、

退

休
、

调离
、

死亡职工 ) 为调查对象
.

观察时间从进入

队列时起到 1991 年止
。

飞
.

2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
,

调查对象的一

般情况
、

职业史
、

疾病史等在 1 9 92年全公司职工进行健

康体检时用面询填表方式
,

未参加体检及调出人员采

用追访调查多死亡者由工会
、

亲属及同事提供资料
。

调

查对象并经劳资
、

医疗部门核实职业史
、

死因和诊断

依据
。

以本市 19 8 3~ 1 9 8 7 年居民死亡调查资料作参

比
,

统计分析死因
、

年龄
、

工龄的标化死亡 比 (S M R )
,

用 oP i斗泊 n 的9 5%和 9软%可信限检验显著水平
。

2 结果

2
.

1 一 般情况 本市市政公司组建于 解放初期
,

从事

城市街道的道路修护工作
。
1 9 5 6年起修沥青路面

,

主要

使用煤焦沥青
,

到 1 9 7 8年改用石油沥青
。

1 9 9 1年生产

现场苯并 ( a) 花 〔B ( a) 功 测定结果是
,

油场熬油为

35拼g/ l o o m 3 ,

拌料 1 0 “剧 i o om
3 ,

面路铺表层面料

9
.

6拼群 10 0m气

进入观察队列 192 人
,

其中男 142 人
,

女 50 人
,

实

际调查 18 7人
,

失访 5 人
,

失访率为2
.

6%
。

共获得观

察人年 5 3 95年
。

死亡病例均为县级以上医院诊断
。

癌

症死亡 I
、

I 级诊断为 93
.

75 %
。

1 5例癌症接触过两

种沥青
,

1 例仅接触煤焦沥青
。

2
.

2 全死因分析

队列人员在观察期内 ( 1 9 5 6一 1 9 9 1年 )死亡 47 人
,

死亡率为 87 1
.

18 / 1 0万
。

痛症死亡 (3 4
.

04 % )居全死因

首位
,

其次为心脏病 ( 3 1
.

91 % )
。

全死因
、

癌症
、

心脏病
、

肺结核
,

与本市居 民死亡 比较明显超高
,

S M R 分别

为 2 6 2
.

4 2
、

5 53
.

9 4
、
2 6 3

.

16
、
1 6 0 0

.

0 0
,

差异有非常显

著性 ( P < 0
.

0 1 )
,

见表 1
。

衰 1 全死因标化死亡 比 ( SM R )分析

死 因 实际死 亡数 预 期死 亡数 S M R

全死 因 4 7 1 7
.

9 1 2 6 2
.

4 2 .

癌症 16 2
.

7 4 5 8 3
.

9 4
*

肺癌 7 1
.

2 3 5 6 9
.

1 1 .

肝癌 3 0
.

7 6 39 4
.

7 4

鼻咽癌 3 0
.

1 2 2 5 0 0
.

0 0 .

胃癌 1 0
.

4 0 2 5 0
.

0`

直肠癌 2 0
.

2 3 86 9
.

5 6

心脏病 15 5
.

7 0 26 3
.

1 6

脑血管病 4 6
.

09

肺 结核 4 0
.

2 5 16 0 0
.

0 0 .

肺炎
、

支气管炎 3 2
.

3 0 1 3 0
.

4 3

其它及外伤
、

中毒 5 3
.

14 1 59
.

2 4

. P < 0
.

0 1

从表 1看
,

癌症死亡 16 例中
,

肺癌占第一位
,

肝癌
、

鼻咽癌次之
。

以本市 1 9 8 3~ 1 9 8 7 年肿瘤死亡专率计

算的预期死亡数
,

具有非常显著超高的有肺癌
、

鼻咽

癌
, S M R分别为5 69

.

11
、

2 5 0 0
.

0 0
,

P < 0
.

0 1
。

2
.

3 死亡年龄标化比 ( S M R ) 分析

平均死亡龄为 57
.

57 岁
,

其中癌症死亡为5 2
.

6 8

岁
。

各年龄组死亡标化比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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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死亡年龄标化比 ( S M R)分析

年龄 ( 岁 ) 实际死 亡数 预期死 亡数
实际死亡数

其中癌症死 亡

预期死 亡数 S M R

J马内行卜̀óó4 通
ō J污性̀万̀通

..

…
n. 1Z
n`

0
.舀,U.12,1

< 2 0

二O~

3 0~

4 0~

5 0~

6 0~

7 0~

3

1 4

17

9

3

0
.

0 1

0
.

3 8

1
.

8 9

4
.

7 2

8
.

9 0

13
.

35

3
。

9 0

1 5 8
.

7 3

2 96
.

6 1二
19 1

.

0 1 .

1 02
.

5 6 *

6 8 1
.

8 2 .

2 05
.

4 8

2 5 2
.

7 1 .

7 2
.

7 1

2 2 7
.

27

二 P < 0
.

0 1 . P < 0
.

0 5

表 2 显示
,

全死因中40 岁组非常显著超过本市居

民死亡数
,

S M R = 2 9 6
.

6 2 ( P < 0
.

01 )
。
5 0岁

、

7 0岁组
,

S
、

~
. .

…
` . _ _ _ _ _ _ _ _ _ _

_ ~ _ ~ 一 … 。 ,

“ M R 分别为 191
.

0 1
、

102
.

56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

05 )
。

癌症死亡超高表现在 3。岁
、

50 岁组
,

S M R分

别为 6 5 1
.

5 2和 2 5 2
.

7 1
,

P ( 0
.

0 5
。

2
.

4 癌症死亡工龄的 S M R 分析

癌症死亡工龄分布为 2 一33 年
,

平均 19
.

87 年
。

从开始接触至脱离接触沥青的攀露专业工 龄 分 析 见

表 3
。

各工龄段的实际死亡数均高于期望死亡数
,

但

S M R 差异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

表 3 癌症死亡工龄标化比 s( M R )分析

专业工龄 (年 ) 实际死亡数 期望死 亡致 S M R

> 1 0

1 0~

2 0~

) 3 0

0
.

7 2

2
.

0 5

3
。

5 0

1
.

7 0

4 16
.

6 6

1 9 5
。

1 2

2 0 0
。

0 0

1 17
.

6 4

3
月吸
7
C̀

3 讨论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
,

癌症是沥青养路工的第一死

因
。

其中肺癌在全癌死亡中占首位
。

与本市居 民肿瘤

死亡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P < 0
.

0 1 )
.

说明沥青

对养路工产生一定的危害性
,

癌症死亡增高与职业因

素有关
。

奏咽癌在本市 1 9 8 3~ 1 9 8 7年居民死因调查资

料中死亡率 (2
.

1 6 / 10 万 )低于各种癌症
。

本次调查发现

3例沥青养路工死于鼻咽癌
,

其工龄分别为 5
、
2 3

、
2 5年

,

S M R 二
25 00

.

00
,

P < 0
.

01
。

国外有报道沥 青 可 致肺

癌
、

咽癌
。

国内资料未见到 沥青作业工人死于 鼻咽癌

的报道
,

说明沥青养路工癌症除主要发生肺部外
,

鼻

咽部也是好发部位
。

这可能与沥青养路工有三个方面

不同于其它沥青作业有关
: ( 1 ) 沥青养路在熔化

、

搅拌喷油等生产过程中所接触的都是加热熔化的高温

沥青
,

温度为 100 ~ 240
O

C
,

因此可加强它的挥发性
,

象

对皮肤产生强大的光感和刺激作用一样
,

对鼻咽部也

产生强大的刺激作用 ; ( 2 ) 生产工作多在高温干操

天气下进行
,

并且由于高温而忽视 了个体防护
,

使得

鼻咽部相对干燥
,

而防御功能减弱
; ( 3 ) 作业场所

同时存在粉尘危害
,

协同沥青对鼻咽部产生刺激
。

本文对沥青养路工进行了癌症死亡调查
,

结果癌

症死亡率增高
,

肺癌
、

鼻咽癌死亡显著高 于 本 地 居

民
,

在今后防治工作中应引起重视
。

乡力
、

采石厂矽肺患病现况分析

江苏省武进县卫生防疫站

我县乡镇工业礴天采石厂
,

生产各种建筑石料
。

近年来
,

采石 厂矽肺发病逐年增加
,

已成为建材行业

粉尘危害严重的工厂
,

为全面了解和分析采石厂粉尘

危害程度
,

筛选高危人群
,

预测矽肺发病趋势
,

为矽

肺病防治提供对策
,

现将 12 个采石厂现状分析结果报

告如下
。

( 2 1 3 0 0 2 ) 彩 文彬

阅职业史
、

X 线胸片报告
、

尘肺流调卡等
。

同时整理

1 9 8 5一 199。年间石料中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 (焦 磷 酸

法 )
、

作业点粉尘浓度
、

分散度测定结果
。

尘肺诊断

由镇江地区
、

常州市尘肺诊断组确诊
。

材料与方法

1 9 5 4年 1月一 1 9 9 0年 12 月从事采石业接 尘工人
。

查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基本概况与作业场所

武进县在 50 年代中期就有采石厂
,

当时生产方式

是手扒锤敲
,

肩扛人抬
,

劳动强度大
。

1 9 6 3年安装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