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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摘要
。

工业性不同状态锰毒物的职业危害分析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 2 5 5 0 26) 谭玉 凤 张仲平 蒋绪 亮 张 曰 灵

我们通过对接触锰尘和锰烟的两组工人进行健康

监护和劳动卫生调查
,

分析了锰毒物不同状态的职业

危害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车间空气中锰的侧定
:
在工人呼吸带用超细玻璃

纤维滤纸作滤料采样
,

所用流量计在使用前均用皂膜

流量计校正 , 用礴敌
一
高碘酸钾比色法分析

,

每个采样

点分别于上午和下午的班中各采一个样品
。

1
.

2 调查对象和内容
:
选择某电焊条厂的操作工 1 57

人
,
工龄 1~ 20 年

,

平均 7
.

3年
,

为接触锰尘组
;
按照

性别相同
,

年龄和工龄相近的原则
,

选择某机械厂 66

名电焊工为接触锰烟组 ; 详细询间工人的职业史及症

状
,

进行系统的内科及神经系统的检查
.

2 结果

2
.

1 车间空气中锰浓度测定结果
:

见表 lo

表 1 工人作业环境中锰浓度测定结果 (m g / m ,)

组别 样品数 浓度范围 几何均数 超标倍数

锰尘组 2 2 0
.

0 2 5 0~ 6。 10 0 0
。

7 8 3 3 2
.

9 1 6 5

锰烟组 1 4 0
.

0 5 30~ 1
.

4 4 0 0
。

4 47 4 1
.

2 37 0

合 计 3 6 0
.

f 2 50~ 6
.

1 0 0 0
.

6 5 2 7 2
.

26 35

2
.

2 两组作业工人临床症状体征
:

见表 a2

裹 2 两组作业工人症状体征

受检
组别

人数

头痛 头晕 失眠 恶梦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记忆力 下降

例数 %

易激动

例数 %

全身乏力

例数 %

胰反射亢进

例数 %

锰尘组 1 57 3 3 2 1
.

0 2 1 4 8
.

9 2 2 2 1 4
.

0 1 3 8 24
.

2 0 36 2 2
.

9 3 5 3
.

1 8 2 0 1 2
.

7 4 3 1
.

9 1

锰烟组 6 6 38 57
.

5 8 2 5 3 7
.

8 8 2 1 3 1
.

8 2 2 0 3 0
.

3 Q 2 8 4 2
.

4 2 1 2 1 8
.

1 8 26 3 9
.

舀. 1 2 18
.

1 8

X , 2 8
.

6 14 8 27
.

0 0 9 1 9
.

4 6 4 8 0
.

8 9 8 2 8
.

6 2 95 1 4
.

8 4 0 5 14
.

5 9 3 9 17
.

0 9 9 8

P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裹3 作业工龄与主要症状体征的关系

工龄

(年 )

受检

人数

头痛 头晕 失眠 易激动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记忆力下降

例数 %

全身乏力

例数 %

胜反射亢 进

例数 %

1~ 9 3 1 2 1 2
.

9 0 5 5
.

3 8 8 8
.

6 0 3 3
.

2 3 15 1 6
.

1 3 1 1 1 1
.

8 3 3 3
.

2 3

5~ 4 6 18 3 9
.

1 3 7 1 5
.

2 2 8 1 7
.

3 9 3 6
.

5 2 1 3 2 3
.

26 7 15
.

2 2 2 4
.

35

10~ 6 8 2 9 4 2
.

6 5 2 0 2 9
.

4 1 18 2 6
.

47 8 1 1
.

7 6 2 7 3 9
.

7 1 1 9 27
.

9 4 8 1 1
.

7 6

20~ 16 1 2 7 5
.

0 0 7 4 3
.

7 5 9 5 6
.

2 5 3 1 8
.

7 5 9 56
.

2 5 9 5 6
.

2 5 3 1 8
.

7 5

义2 5 7
.

7 9 84 2 3
.

96 5 1 2 3
.

2 27 4 7
.

1 0 2 1 1 7
.

1 4 6 4 1 9
.

8二2 9 8
.

0 9 9 4

P < 0
.

0 1 < 0
.

0 2 < 0
.

0 1 > 0
.

05 < 0
.

0 1 < 0
.

o x < 0
.

0 5

2
.

3 作业工龄与主要症状体征的关系
:

见表 3
。

进行分析
,

结果是锰尘组
、

锰 烟 组 锰 浓 度 分别为

3 讨论 0
.

7 83 3 rI 嗯/ m 3 、
0

.

4 4 7 4 I n g /m
3 ,

但临床症状体征阳性

锰有明显的蓄积作用
,

可引起神经系统的变化
,

早 检出率前者却明显低于后者
,

提示锰烟的职业危害大

期出现神经衰弱症候群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后期可 于锰尘
。

而我 国现行的车间空气中锰及其化合物 (换

出现椎体外系神经受损症状
。

我们的调查结果
,

接触 算成侧m 0 2 ) 卫生标准 0
.

2 1119 /m
, ,

没有考虑到锰及

锰尘
、

锰烟的工人均出现神经系统的变化 ; 且出现的 其化合物在空气中是 以锰烟
、

锰尘两种不 同 状 态 存

症状体征随工龄的延长检出率明显上升
,

接触毒物水 在
,

且二者职业危害差异较大
,

故建议将锰尘和锰烟

平与症状呈相关关系
。

的卫生标准分别制订
,

使其更科学
,

更有实用性
.

同

对锰尘组和锰烟组生产环境中锰浓度和症状体征 时会更有利于保护职工健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