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96

超标 3 0多倍
,

汞中毒率与多数岗位比较有 显 著 差 别

( P < 0
。
0 5 )

。

4
.

2 灯泡厂未安装吸风排汞设施时
,

空气汞平均值超

过国家标准 4 ~ 20 倍
。

19 7 9~ 1 9 8 1年全国五种毒物普

查有 13 人汞中毒
,

汞吸收 10 人
,

发病率 4
.

024 %
,

吸

收率 3
.

1%
。

安装局部排汞设备后
,

空气汞降到国家

标准以内
,

几年来未发现汞中毒
、

汞吸收
。

说明该设

备效果是好的
,

现行车间空气汞浓度是适宜的
,

更加说

明加强汞害卫生监督
,

增设通风排汞设备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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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根据本调查结果
,

灯泡行业接触高浓度汞 0
.

29 1

n唱 /犯 3时 ( 19 77~ 1 9 8 4 年间所测得的汞浓度之和 除

以样本总数而得的平均值 )
,

汞中毒率为 2
.

33 %
。

接

触低浓度汞 0
.

01 m g /m , 以下的 68 人
,

未发现汞中毒

及汞吸收
。

而且通过接触汞浓度与汞中毒率直线相关

得出
,

二者呈正相关
,

用 回归方程推导
,

接触汞浓度

o
.

O 5m g / m
, ,

中毒率为 0
.

71 % , 接触汞浓度 0
.

0 2m g

扭立, 时
,

汞中毒率 0
.

4 4 %
,

如国家标准 。 .

01 m g/ m
,

时
,

发病率为 0
.

34 6%
。

1 9 8 7一 1 9 9 2年某市接尘工人职业查体

及尘肺发病情况的调查分析

山东省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 0 67) 甘传伟 杨俊芝

为总结经验
,

现将某市 1 9 8 7~ 1 9 9 2年接尘工人职

业查体及尘肺发病情况 作调查分析如下
。

表 1 1 9 8 7一 1 9 9 2年接尘工人职业查体情况

年份 接尘人数 应检人数 实检人数 受检率

1 对象及方法

1
.

1 选某市区 (县 ) 属以上接尘作业工矿 企 业 工 人

(矿务局系统除外 )
,

按照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尘肺病

防治条例 》 规定
,

每 隔 2一 3年职业健康查休一次
。

1
.

2 查体者每人拍摄后前位胸大片 一张
,

作出X 线诊

断和分期
。

1
.

3 详细询问病史
、

症状
,

认真进行物理检查
、

临床

化验及必要的特殊检查
,

进行鉴别诊断
。

19 8 7

1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4 47 17

4 95 8 0

4 7 5 3 0

5 97 5 0

9 8 13 8

9 7 8 9 5

2 8 6 0 4

2 7 8 5 3

2 5 86 4

2 8 7 50

2 7 86 5

2 9 5 43

13 8 6 8

1 1 98 7

7 1 7 1

5 0 9 3

8 5 0 Q

7 8 4 1

4 8
.

4 8 %

4 3
.

0 3 %

3 6
.

06 %

17
.

7 1 %

30
.

50 %

26
.

5 4 %

合计 3 9 8 6 10 16 8 47 9 5 4 4 6 9 32
.

32 %

裹 2 2 9 5 7一 1 9 9 2年尘肺发病情况

年份

检 出 情 况

检 出 病 人 检出率 收治数

小计 ( % )

,山,孟n舀1立O口n妇,立O甘O八OU八.0`
ù .二,1丹0.041勺nJO爪.énOnUQ舀ùó7n孔1112月任叮̀,上,二n甘月了厅̀dA

ó月皿八甘心石口00口Z
n乙户O月qnJ心自,1吸O

2 结果与分析

该市主要工业门类有陶瓷
、

建材
、

煤炭等35 个行

业
。

据 1 9 9 2年度统计
,

全市现有区 (县 ) 属 以上工矿

企业 2 3 62个
,

职工 6 2 0 14 0人
,

其中接尘工人 97 5 9 5人 ,

乡镇企业 7 9 9 8个
,

职工 7 8 1 1 5 3人
,

接尘工人 6 9 5 5 0人
。

2
.

1 随工业生产的发展
,

接尘工人逐年在增加
。

但受

检率不高
。

自19 8 7年以来
,

平均受检率仅为 3 2
.

3 2 %
,

且有逐年下降趋势 (见表 1 )
。

2
.

2 市辖累计确诊尘肺病人 1 70 5人 (矿务局系统 3 3 3 3

人除外 )
,

每年皆有新病人发生 (见表 2 )
。

但从收

治情况看
,

年均收治不足百人
,

有相当大量的尘肺病

人得不到住院治疗休养
,

原因主要是无
“

法
”

制约
,

有关政策不落实
。

么 3 从历年尘肺发病看
,

主要发病以煤炭
、

陶瓷
、

耐

火材料等行业为多
,

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见多 3)
。

19 8 7

19 88

19 8 9

19 9 0

19 9 1

19 9 2

2 1 5

94

80

2 15 0

87

1
.

5 5

0
.

7 9

1
。

1 2

0
.

5 5

1
.

7 6

1
.

10

合计 20 26 5 8 5 e o 6 5 4 1
.

2 0 5 6 8

弓 讨论

3
.

1 自1 9 8 7年进行正常职业查体以来
,

接尘工人逐年

增加
,

而受检人数却逐年下降
J

尘肺病发病率有增长

趋势
,

尘肺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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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主要陶瓷
、

耐火材料厂尘肺发病检出情况

单位
应检

人数

实检

人数

受检率

(% )

检 出 情 况

检 出 病 人

I 小计 检 出率 %

鱿班752400
勺̀J住n甘
ù.之nU

2033817
行̀
5

d.工

::;:

,占3
件山

10 0 8

7 90

2 8 3

4 0 4

4 1 3

17 1

9 9
。

0 2

5 0
.

9 7

3 3
。

4 9

4 2
.

0 8

7 6
.

7 6

40
.

6 7

15
_

5 3

13

2 8

6

1 1

1

2

2

:
`

::
20356幼457

pòUn
1.1,l吐几O的J山勺舟Oǎ石O甘巴口通

ō,上

王耐

山耐

博 陶

言菌瓷

工 陶

博 瓷

洪 陶

合计 5 4 7 5 二0 34 5 6
.

5 1 13 4 2
.

7 1

3
.

2 19 8 7年由于 《条例》 实施
,

各单位重视
,

查体面

广
、

受检率高
,

除在岗接尘人员外
,

并对 80 % 以上的

退休接尘工人进行了查体
。

这些人虽已脱离了粉尘作

业
,

但在岗时早 已造成了尘肺发病的潜在因素
.

由于

《条例 》 颁布前查体不及时
,

对有些病人不能早期发

现
,

故此次查体检出病人数为历年之首
。

3
.

3 尘肺病的患病率在某些行业中仍然突出
。

其原因

经调查发现
,

有些单位虽有较先进的除尘设备
,

但有

的不配套或安装不合理
,

加之管理跟不上
,

致使粉尘浓

度仍波动在较高水平
,

故长期接尘终致尘肺病发生
。

公共汽车女乘务员月经情况调查

营 口市妇幼保健院 ( 1 1 5 0 0 0 )

营口市职业病医院

为了解公共汽车女乘务员接触全身振动与噪声对

月经情况的影响
,

以改进对她们的劳动保护措施
,

我

们对 2 70 名女乘务员的月经情况进行了调查
。

孙彩英 齐文华 孙砚芳

宋玉华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选择营 口市公共汽车公司的 270 名女乘务员为调

查对象
,

选择作业条件
、

劳动强度
、

地理位置
、

经济
、

文

化等均与接触组接近而不接触振动与噪声的 2 20 名商

场女营业员为对照组
。

调查年龄均为 35 周岁以下
,

从

事工作半年以上
,

到本岗位前月经正常
,

不服避孕药

者
。

1
。

2 调查方法

采取统
一
调查表

,

逐人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
,

时

间为 1 9 9 0年 1 0月至 1 9 9 1年 4 月
。

1
.

3 月经异常判定标准

周期少于 20 天或超过40 天 ; 经量 以用草纸 (消毒

草纸 ) 少于半卷或多于 3 卷者为月经过少或过多 , 经

期短于 2 天或超过 7 天以上者为经期异常 , 痛经按需

服药或打针休息计算
,

凡发生上述三项中之 一项者即

为月经异常
,
一人发生多项 月经异常按 1 人计算

。

2 润查结果

2
.

1 一般情况

两组的妇女保健除孕期哺乳期有一定照顾外
,

每

年均有 1一 2次妇科病普查普治
。

两组除车内
、

室内自

然条件不同外
,

均无其他特殊劳动保护
。

2
.

2 两组 月经异常检出率

接触组占 30
.

4 %
,

对照组占 2 0
.

9 %
。

两组比较 x Z

二 5
.

6 2
,

P < 0
.

0 5
,

接触组的月经异常检出率与对照

组月经异常检出率有明显差异
。

2
.

3 两组之 间月经异常具体表现

接触组
:
周期异常占14

.

4%
,

经量异常占14
.

8%
,

经期异常占1 7
.

4%
,

痛经占5
.

9 %
。

对照组
:
周期异常占12

.

3%
,

经量异常占13
.

6%
,

经期异常占5
.

4 %
,

痛经占 3
.

2%
。

两组 比较
,

仅经期异常检出 率 x , = 15
.

17
,

P <

0
.

05
,

有显著差异多 周期与痛经两组 比较无差异
。

2
.

4 月经与工龄的关系

0 ~ 10 年工龄接触组月经异常占2 6
.

0 %
,

对照组

占 15
.

8%
,

两组 比较 义, 二 1
.

6 3
,

P > 0
.

0 5 , > 1 0年工

龄接触组月经异常占 3 7
.

6%
,

对照组占2 2
.

2 %
。

两 组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