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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

炔诺酮
、

炔雌醇生产对工人健康慢性影响调查

大同市职业病防治所( 0 3 7。。 6高 翎 廉永旺 曹雪枫 王 森 吴晓 丽 郭志萍

我们对大同某制药厂 曾生产合成炔诺酮
、

炔雌醇

与加工避孕药片的两个车间工人进行了慢性职业危害

调查
,

体检 90 人 (男 46 人
、

女 44 人 )
,

作业工龄 2 ~

77 个月
、

平均 41 个月
,

合成工 23 人
、

制片工 25 人
、

混

合工 22 人
、

其他工 20 人
。

炔诺酮
、

炔雌醇合成车间 1 9 7 0年 8 月投产
,

1 97 3

年底停产 ; 制片车间 1 9 7 1年初投产
,

1 9了6年底停产
。

两车间为半 自动生产
,

通风防尘设备较差
。

工人每天

生产 8 小时
,

无个人防护用品
。

炔诺酮
、

炔雌醉合成

原辅料主要有
:
皂素

、

甲苯
、

铬醉
、

盐酸
、

硫酸
、

醋

酸
、

醋酸 乙酷
、

毗咙
、

丙酮
、

氯仿等 15 种 ; 避孕药片加

工 以炔诺酮
、

炔雌醇为主料
,

辅料为玉 米淀粉
,

外裹

糖衣
。

调查 90 例中神衰综合征 45 例
,

齿酿出血 3 3例
,

月

经紊乱25 例 (女工 )
,

乳房胀痛 13 例
,

腰痛15 例
,

不孕

4 例 (女工 ) ; 查体检出 口腔疾患 59 例
,

乳腺肿物 5

例 , 临床及生化检验检出白细胞分类中淋巴细胞增多

19 例
,

血清蛋白电泳 74 例异常 (与正常人差异显著
,

P < 0
.

0 1) , 免疫球蛋白 l g A
、

lg G 减少 28 例
、

lg M增

高 15 例
,

与正常人差异显著
, P < 0

.

01 ; 尿 1 7一经
、

酮类

固醉降低 58 例 ( P < 0
.

0 1 )
、

尿 17一经
、

酮类固醉增高 16

例 ( P > 0
.

0 5 ) ; 女工阴道涂片 37 例
,

15 例角化细胞水平

降低 , 18 例外周血淋 巴细胞染色体检查有 n 例出现五

种类型的畸变
,

观察 1 00 5个畸变细胞
、

数目畸变 (四

倍体 ) 4 例
、

单体型畸变 21 例
、

染色体型畸变 6 例
。

炔诺酮
、

炔雌醇属幽体激素类药物
。

本调查证实

炔诺酮
、

炔雌醇合成与制片车间工人的健康存在慢性

影响
,

其表现 以内分泌与免疫系统为主
。

如
:
神衰综

合征
、

齿眼出血
、

月经紊乱
、

乳房胀痛 , 口腔疾患
、

乳腺肿物 ; 血清蛋白电泳
、

免疫蛋白
、

尿 1 7一经 酮 类

固醇测定异常
,

女工阴道涂片角化细胞水平降低 ; 外

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出现畸变
。

这些慢性职业危害应

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

并进行深入观察
。

`本调查蒙山西 医学 院王法教授指导
,
田仁 云 副教授参

与工作并 指导
,

阴道涂片
、

染色体检 查由山西 医学院有关科

室协助
,

一并致谢 ! )

小气道功能检查在尘肺检查中的应用

沈 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1 10 0 24) 马明学

近几年小气道功能检查是呼吸生理方面具有代表

性进展的新技术
。

直径 2 毫米以下的小支气管是许多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期病变部位
,

仅 占气道总阻力

的 2 0 % 以下
,

当这些部位发生病变时
,

在临床上既无

症状也无体征
,

只有利用小气道的检查方法才能早期

发现各种职业危害对肺部的损害
。

V we V 曲线是所有

小气功能检查方法中最常用的方法
,

其重复性好
,

易

操作
,

我们曾对某工厂的接尘工人和尘肺病人进行了

调查以观察小气道在肺功能检查中应用的价值
。

数百名接触氧化铝粉尘工人的调查结果显示
,

15

年至 30 年以上工龄组
、

O
+

组与对照组相 比 较
,

在 常

规肺功能检查项 目 F V C
、

F E V I . 。 、

P E F R都没有显著
.

而 {

性差异
,

而小气道指标 V : 。 、

V
:
卜 M M F差 异 性 却

非常显著
,

说明小气道指标的敏感性高
,
能够发现肺

部深远部位的改变
,

而常规大气道的指标相对是不敏

感的
。

作者通过调查体会
,

小气道检查指标能提前 10 年

发现肺部的病变
。

日本在新的尘肺法中提出V
: ,
/ h 作

为肺功能的筛选指标是有一定根据的
,

文献中其弛小

气道检查方法
,

例如闭合气量
、

F V C一 t曲线
、

等流速容

积
、

频率依赖应变性都证实了小气道检查方法在肺功

能检查中的优越性
,

这也是今后肺功能检查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