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3 0

和接触噪声强度情况进行了均衡性比较
,

见表 2
。

表 2 吸烟组与不吸烟组年龄
、

工龄和接触

噪声强度的比较

吸烟 组 ( n = 5 4 5) 不吸烟组 ( n , 6 20 )

均数 士标准差 均数 士标准差

年 龄 3 1
.

9 士 8
.

5 3 2
.

8 士 7
.

9

工 龄 9
.

6 士 8
.

3 * 8
.

7 士 7
.

2

噪声强度 配
.

2 士 6
.

沪 * 89
.

8士 6
.

3

. P < 0
.

0 5 * * P < 0
.

0 1

由表 2 的均衡性比较发现
,

吸烟组工人接触噪声

的强度和工龄都略高于不吸烟组
。

那么吸 烟 组 听力

损伤患病率升高是否 由于该组工人接触噪声的强度较

高
、

时间较长造成的呢 ? 我们选用了非条件 L og i st 记

2
.

00 r

一
校正前

…夺一校正后

尧冷、
_

一` ` ` 仔二
` ~ ~ ~

100 0

领 虫似户

卜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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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校正噪声强度和噪声作业工龄不同所造成的

千扰
,

见图 2
。

由图 2 可见
,

校正后各频段吸烟的 O R值与校正

前基本一致
,

表明两组间噪声强度和噪声作业工龄的

差别在本次分析 (吸烟加重噪声性听力损伤 ) 中无明

显影响
,

而吸烟与否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

由图 2 还

可见吸烟的 O R值在 4 k H z频段时达高峰 ( 1
.

77) ,

提

示吸烟加重 4k l么听力损伤最为严重
。

3 讨论

B a r o n e 等在从事噪声作业的工人中发现吸烟工

人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高于不 吸烟的工人
,

吸烟的

O R = 1
.

3 9 ( P = 0
.

0 0 2 ) ,

与本次调查的 1
.

3 4 非常接

近
。

M
o vl ae r 等发现在吸烟的潜水员中听力损伤患

病率高于不吸泪的潜水员
。

有人在实验室中单独给小

鼠听强烈的音乐或吸入香烟烟雾
,

发现小鼠的听力无

明显 改变
;
而在吸入香烟烟雾的同时给小 鼠听强烈的

音乐
,

则受试小鼠出现明显的听力损伤
。

这些结果表

明吸烟可以加重噪声引起的听力损伤
.

本次调查发现噪声作业工人中吸烟者占4 6
.

8%
,

与工厂职工吸烟率 (5 2
.

9 % )和农民吸烟率 (3 9
.

5% )相

近
。

说明在我国城乡的职业人群中吸烟的比例都比较

高
。

本次调查证实吸烟的职业人群在接触强噪声时更

容易发生听觉功能的损伤
。

因此
,

宣传和倡导戒烟应

作为对噪声作业工人采取防护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
。

叹研徒
切

图 2 L O ig st ic 回归校正噪声强度和工龄前

后各频段吸烟 O R 值的比较

有机溶剂对中老年人甲类微循环影响的初步调查

解放军杭州疗养院 ( 31 00 0 7 ) 尹亚 平

有机溶剂对中
、

老年人微循环影响国 内外文献鲜

见述及
。

我们于 1 9 9 2年 5 月对杭州香料厂
、

香料研究所

长期接触有机溶剂的工人进行了调查
,

现报道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杭州香料厂和香料研究所长期接触甲苯
、

苯
、

丁

二醇
、

石油醚
、

丙酮等有机溶剂的工人
、

研究人员共

9 5名
,

分为老年前期组
,

64 例
,

年龄 4 5~ 59 岁
,

男 31

例
,

平均 5 4
.

2岁
,

女 33 例
,

平均 5 2
。
2岁

,
老年期组为

退休人员
,

31 例 (脱离接触有机溶剂 5~ 14 年 )
,

年

龄 60 ~ 71 岁
,

男 1 8例
,

平均 6 2
.

9岁
,

女 13 例
,

平均

61
.

5岁
。

两组接触有机溶剂工龄平均 2 5
.

1年 ( 3 ~

36年 )
。

观察仪器与方法按 田 氏 ( 1 98 6年 ) 法进行
,

并以 2 88 名非接触有机溶剂均经体 检 符合健康者作对

照
,

对照组与接触组年龄比较无差异 ( P > 0
.

0 5)
。

两组均进行甲续微循环观察
。

2 结果与讨论

有机溶剂对甲璧微循环影响观察见表 1
、

.2

甲苯
、

苯
、

丁二醇
、

石油醚
、

丙酮等作为常见的

工业化学物普遍存在于环境中
。

本文结果表明
,

长期接触有机溶剂对老年前期与

老年期两组微循环影响主要表现为
:

管 拌 清晰度降

低
、

管拌减少
、

畸形率 > 30 %
、

管径变细
、

血流缓慢
、

红细胞聚集
、

拌周偶见渗出
、

出血
、

乳头下静脉丛
。

从反映微循环状态的各积分值看
,

两组的四项积分值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

01 及 < 0
.

0 0 1 )
,

积分值

越高
,

微循环障碍程度越重
。

此等改变与长期接触有机

溶剂有关
。

有机溶剂经过皮肤
、

呼吸道
、

消化道进入体

内后
,

引起机体一系列病理
、

生理变化
,

其中微血管退

行性改变
,

不同程度的红细胞聚集和渗出
,

毛细血管

拌周围水肿
,

表明毛细血管壁通透性增加
,

更加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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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接触有机溶剂对老年前期中袭微循环影响 比较

组 别 性 别 年龄 例数 形态积分 流态积分 拌周积 分

6 06 3对照组
5 4

.

0土 3
.

7

5 1
.

9 士 4
.

6

0
.

6 4 3士 0
.

2 5 1

0
.

6 4 7士 0
.

1 72

0
.

6 0 3士 0
.

2 71

O
。

2 0 3士 0
.

2 0 3

0
.

06 5 士 0
.

1 0 3

0
.

1 0 0士 0
.

1 5 3

(X士5 2

总积分

马 7 3士 0
.

2 5 4

9 2 2 士 0
.

2 5 3

男女男女

接触组
5 4

.

2 士 3
.

9

5 2
。

2 士 3
。

l: ;
1

.

9 4 3士 O
。

40 7二
1

.

45 8士 0
.

6 09二

0
.

82 6 土 0
.

6 6 0二

0
.

8 7 3士 0
.

5 74二

0
.

6 4 8士 0
.

2 30二
0

.

6 2 1 士 05 5 7二

2
.

6 8 7士 0
.

9 4 0二

2
.

9 9 7士 0
.

86 2二

二 P < 0
.

01 0

表2 脱离接触有机溶剂对老年期 甲璧微循环影响比较 (X士 S)

赶 别 性别 年龄 例数 形态积分 流态积 分 拌周积分 总积分

对照组
6 4

.

2 士 4
.

6 4
.

1 士5
.

1 2 6

6 6

0
.

6 8 0土 0
.

37 3

0
。

72 1 士 0
.

379

0
.

5 1 4士 0
.

2 2 3

0
.

44 8士 0
.

2 9 1

0
.

2 06 士 0
.

1 9 5

0
.

1 2 7士 0
.

1 8 8

1
.

6 0 3士 0
.

9 3 7

1
.

9 0 3士 0
.

46 9

6 2
.

9 士 3
-

6 1
。

5 士 2
.

1
.

5 6 4士 0
.

2 4 0二

1
.

0 0 3士 0
.

5 4 4二

1
.

2 2 0士 0
.

5 6 8二

0
.

75 8士 0
.

6 0 8.

0
.

5 6 7士 0
.

2 4 7二

0
.

41 3士 0
.

05 8二

2
.

9 39 士 1
.

2 0 4二

2
.

6 6 9 士 1
.

02 3二

8
n o

曰.二目.1勺自巴é

男女男女

* P < 0
.

01 二 P < 0
.

0 01

循环的障碍
。

观察老年期组微循环四项积分值提示
:

退休人员虽脱离接触有机溶剂多年
,

但微循环障碍呈

不可逆状态
,

这可能是有机溶剂对人体的影响是长期

的过程所致
。

微循环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系统
,

本文结果显

示
,

长期接触有机溶剂使中
、

老年人微循环有十分明

显改变
。

采用田氏法对甲璧微循环进行综合评定
,

对

此类作业人员疾病预防与治疗指供某些客观指标
,

不

失为一简便有效的监测手段
。

石棉肺的x 线表现与石棉尘浓度关系初步探讨

镇江市卫生防疫站 ( 2 1 2 0 0 1 ) 哈宽庭 顾 霖 吉有余

本文将镇江
、

苏州
、

南京 三 地 区尘肺诊断组 自

1 9 7 0年以来
,

对四个石棉加工 单位所确诊的 1 01 例石

棉肺病例的历 年所摄X线沟平片结合各单位作业场所

石棉尘浓度监侧资料加以对照分析
,

结果表明
,

石棉

尘所致的肺间质弥漫性纤维化和局限性胸膜斑的X线

表现形态
,

与接触石棉尘浓度和时间有关
。

作业场所

石棉尘几何平均浓度为 10 9
.

1~ 1 5 1
.

3m g / m
, ,

最高达

33 4
.

om g / m
3 ,

在此环境下作业的工人
,

患石棉肺的

平均接尘工龄为 10 年
,

最短的仅 3 年 7 个月
,

其肺部

的 X 线表现主要以肺实质不同程度弥 漫 性纤维化为

主
,

胸膜斑较少见 ; 而常年在石棉尘几何平均浓度为

1 5
.

0一 32
.

` m g / m
3环境下作业的工人

,

患石棉肺的平

均接尘工龄在 20 年以上
,

X 线胸平片上 肺部纤维化较

轻微
,

甚至无明显异常改变
,

但胸膜斑块的形成特别

显著
,

本组病例中有了5
.

5 %的患者
,

可在正面胸膜
、

侧胸壁胸膜
、

横肠及纵肠 匈膜等不同部位
,

见到不同

长度和厚度的局限性胸膜斑块
。

两组病例胸膜斑的出

现率在统计学上存在着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0 1 )
。

统计表明石棉作业工人无论工龄长短均可出现胸

膜斑
,

接尘工龄越长
,

其出现率越高
,

二者存在着明

显的线性正相关 ( r 二 0
。
9 33 1 )

,

这在长时间接触低浓度

石棉尘的工人中表现更为突出
。

胸膜斑出现的早迟则

与石棉尘浓度有关
,

接触高浓度石棉尘的病例
,

胸片

上出现局限性胸膜斑的时间要早些 ,’ 平均为 12 年 7 个

月
;
而接触低浓度石棉尘的病例则 平 均 为 22 年 8个

月
。

但接尘工龄不等于开始 接尘到 出现 胸膜斑的年

限
,

有些工人虽接尘工龄很短
,

且刚脱尘时胸片上并

未见有胸膜斑块
,

但在脱尘一段时间后胸片上显示出

有病变
。

进一步调查表明
,

开始接尘到 X 线胸片上出

现胸膜斑块的最短间隔年限需 10 年
。

这就提示我们
,

X 线胸片上局限性胸膜斑块的出现
,

除肺内需吸入一

定剂量的石棉尘外
,

尚需要有一定的作用
一
反应时间

,

二者缺一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