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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火材料厂尘肺发病检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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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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8

较 x , = 6
.

68
,

P < 。
.

05
。

说明 > 10 年 工龄组月经异

常检出率明显增高
。

3 讨论

本次调查女乘务员的月经异常检出率为 30
.

4 %
,

而对照组则为 20
.

9 %
,

经统计学处理
,

P < 0
.

05
,

有

显著意义
。

工龄 > 10 年的其检出率高达 37
。
6 %

。

上述

结果均提示女乘务人员月经异常是与全身振动及噪声

影响有直接关系
,

且与某些文献报道相 一致
。

女乘务员长期受全身振动与嗓声作用
,

影响了卵

巢的功能
,

引起内分泌紊乱
,

导致月经异 常
。

。 oP
-

劝血级 ( 1 9 7 5年 ) 应用子宫血流图描记
,

观察 了在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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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小骨盆内器官血液动力学的机能状态
,

记录

了 3 0名拖拉机手工作前后小骨盆内器官的血液供给状

况
,

发现 于工作日结束时
,

小骨盆内器官血管紧张度

下降
,

静脉寮血必然会影响到子宫
,

也增加月经异常

的机率
。

目前
,

我国尚无全身振动的卫生标准
,

为预防振

动的不良影响
,

建议有关部门应制定全身振动作业人

员的劳动保护措施 , 汽车制造部门应改进汽车内部条

件
,

加厚坐垫
,

增加弹性 , 养路部门要使路面平整光

洁以减少颠簸 ; 妇女保健部门应加强对女职工较多的

运输企业的监督和检查指导
,

探索和采取有效的保护

措施
。

自激式除尘器在木工作业中除尘效果评价

大连港 防疫站 ( 1 1 6。。 2 ) 夏克芍 黄连 花

关于木工作业的除尘措施
,

我们曾采用过单用风

机除尘和旋风除尘器除尘
,

实践证明其除 尘效 果 不

佳
。

近年来
,

我们与科技人员共同研制了新型除尘器

— 自激式除尘器 ( 已申报专利 )
,

经 3 个单位木工

作业的应用
,

证明是理想的木工作业除尘措施
,

现报

道如下
。

1 除尘机理

自激式除尘器装在风机前
,

积尘室设在风机室与

操作间之间
,

积尘室要求密封
,

室内设有二道孔径不

等的铁制滤网
.

风机工作时
,

积尘室 内产生负压
,

通

过风管将作业环境大小不等的木屑分别由滤网捕捉下

来
,

最后进入除尘器内的只是木粉尘
,

再经过除尘器

内上部旋转的螺旋板从下部水槽中扬起的水波将粉尘

打入下部的水槽中
。

经过水过滤后
,

由风机排入大气

的基本上是干净的空气
。

除尘器的水槽下部设有排放

口 ,

将水槽中的粉尘定期清除
。

2 除尘效果评价

2
.

1 测试内容

本方法我们于 19 9 2年 10 月首先应用于大连湾港务

公司木工房
,

并按
“

辽宁省工业卫生监测规范
” ,

对通

风系统罩 口风速
、

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
、

排出 口粉尘浓

度进行测试
。

2
.

2 使用仪器

校验期内
,

使用 F C一 2型粉尘 采 样 器 ,
Q D F一

3 型热球式电风速仪
。

2
。

3 测试结果

2
.

3
.

1 罩 口风速 圆锯
、

平刨
、

压刨罩口 环 形 测 六

点
,

其平均风速分别为 2
.

1
、
1

.

6和 1
.

4m阳
。

2
.

3
.

2 作业环境粉尘浓度 圆锯
、

平刨
、

压 刨 改 造

前
,

改造后各测二点
,

圆锯均值分别为32
.

4和 1
.

2m g

/m . ,

平刨均值分别为 2 6
.

9和 3
.

gm g /m
3 ,

压刨均值

分别为 26
.

8和。
.

4m gm/
, 。

2
.

3
。

3 排出口粉尘浓度
:
未检出

。

2
.

4 卫生学评价

从测定结果分析
,

吸气罩 口风速符合 卫 生 学 要

求
。

圆锯
、

平刨
、

压刨作业环境空气中粉尘浓度均未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且比防尘改造前平均浓度分别下

降了 2 6
. 。倍

、
5

.

9倍和 6 6
.

0 倍
。

排出 口粉尘浓度未检

出
。

运转一年后
,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测试
,

圆锯
、

平

刨
、

压刨粉尘平均浓度分别为 1
.

6
、

3
。
8和 0

.

61 119 /m
3 ,

结果说明
,

其效果是稳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