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0 2

3 结果

本文从 3 位作者所提 出的核心期刊归纳为3 6种
,

应用加权综合法后
,

凡三者都列入核心期刊者
,

其积

分值就高
,

以积分闭值的高低划分为高效 ( 1
.

0)
、

中

效 (0
.

8) 和低效 ( < 0
.

6) 三个区
。

从表所示分布在高效

区的杂志有 7 种
,

中效区的 8 种
,

余下 21 种分布在低

效区
。

确定为高效区的期刊有 《 英国工业医学杂志 》
、

《职业医学杂志 》 、

《美国工业卫生 协 会 杂志》
、

《斯堪的纳维亚劳动
、

环境与卫生杂志 》
、

《 国际职

业卫生与环境卫生文献》
、

《环境卫生纪要》
、

《环

境研究》
,

建议这 7 种期刊为本专业英文核心期刊
.

4 讨论

目前确定核心期 刊的方法甚多
,

诸如布拉德福定

律法
、

引文法
、

文摘法
、

索引法
、

百分比法
、

累积百

分比法等等
。

但从文献的质和量两个方面考虑
,

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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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两种
,

一种是以载文质量为基础的引证法
,

另一

种是以载文数量为依据的布拉德福定律法
,

前者优于

后者
,

但各有其优点和不足之处
。

本文 以两个引文法

和一个索引法加以综合分析
,

既重视文献的质
,

又考

虑到文献的量
,

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

根据 1 9 9 1年 《外国科技核心期刊手册 》 中 的 记

载
,

预防医学
、

卫生学的核心期刊有 23 种
,

其中劳动

卫生与职业病专业核心期刊有 6 种
,

均在本文所列的

7种刊物之中
,

符合率是很高的
。

本文提出的核心期

刊
,

既符合实际且数量适中
。

专业核心期刊的确定
,

有助于图书
、

情报研究单

位
,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精选外文期刊
。

核心期刊具

有浓缩性
,

文献覆盖率大
,

专业人员能在最少的时间

内获得最大的信息量
。

因此
,

本文推荐的 7 种核心期

刊为本专业最佳期刊
。

( 本文承泉上 海医科大学王蓉兰教授指导审阅
,

特 此致

谢
。

)

化工急性职业中毒死亡分析及对策

北京市化工职防院 ( 10 0 0 95 ) 如匕益 民

化学工业生产的特点是易燃
、

易爆
、

易中毒
,

化

工生产中的中毒事故是造成化工生产中工伤死亡的主

要原因之一 本文根据北京市化工系统近 40 年来的资

料
,

对化工 急性职业中毒死亡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

并提出了对策
。

化学毒物种类引起中毒死亡分析

毒物名称 死亡例致 占死亡总人数百分比 (% )

141255161052210一氧化谈

硫化级

气气气氛氨氢

1 甚本资料

北京化工集团公司所属 15 个化工企业自 1 9 5 2年至

1 99 1年 4。年共发生化学爆炸
、

毒物泄漏事故 24 起
,

造

成 43 人急性中毒死亡
。

2..22

2 资料分析

2
.

1 中毒死亡人数与同期全部工伤死亡人数比较及其

年龄
、

性别的构成分布情况

自1 9 5 2年至 1 9 9 1年全化工系统工伤死 亡 人 数 是

1 02 人
,

急性中毒死亡人数为同期全部工伤死亡 人 数

的4 2%
。

在 43 例急性职业中毒死亡病人中
,

男性 36 例
,

占

8 3
.

9 %
,

男女之比为 5: 1
,

其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 2 1~

3 0岁
。

2
.

2 造成急性中毒死亡的化学毒物种类

引起中毒的化学毒物和死亡情况见下表
。

高离子物

锐 乙烯

扳甲烷

氛乙酸

苯及化合物

石油裂解物

有机磷

精苯烯

笨甲醚

癸二馥

氮氧化钾

慈限及化 合物

氛 俄 1 2

合 计 4 3 10 0

2
.

3 化学毒物急性中毒事故原因分析

引起化学毒物急性中毒死亡事故的原因 可 归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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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1) 违章操作 (2 4例 ) , ( 2 ) 安全规程制度

不健全 ( 5 例 ) ; ( 3 ) 缺乏技术操作知识 ( 7例 ) ;

( 4 ) 缺乏 安全防护知识及其他原因 ( 7 例 )
。

上述原 因中以违章操作造成化学毒物急性中毒死

亡最为突出
,

占化学毒物急性中毒死亡总人数的 56 %

在统计分析中
,

一氧化碳急性中毒 6 例中有 5 例为违

章操作所致
。

30 3

3 讨论

在急性中毒 2 4起事故中
,

群体急性中毒共 3 起
,

16 人死亡
。

如 1 9 7 1年 2 月 10日北京某农药厂除草醚合

成工序
,

因反应釜 内温度和压力过高
,

操作人 员脱离

岗位和未及时采取措施
,

致使大量物料 (苯 及 化 合

物 ) 大量喷出
,

引起爆炸起火
,

造成 3 人死亡
。

又

如
,

1 9 7 4年 8 月 11 日北京另一家农药厂
,

因工人未按

要求
,

使用防毒面具不 当
,

造成 14 人硫化氢 急 性 中

毒
,

其中 5 人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

本资料说明采取

必要而又可行的措施
,

以控制和减少生产中突发事故

的发生
,

是减少职工死亡
,

保护职工健康的 重 要 步

探
。

北京化工 系统 4 0年来因化学毒物急性死亡统计与

化工部公布的全国统计资料基本一致
。

以一氧化碳和

硫化氢的急性职业中毒尤为突出
,

刺激性 气 体 (氯

气
、

氨气等 ) 次之
,

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应如何最大限度地防止急性

职业中毒死亡的发生?

我们认为一要认真贯彻国家颁布的各项工业卫生
“

法规
’ ,

这是保证安全生产
、

减少和杜绝 事故的根

本
。

此外还应对职工进行职业安全教育
,

提高广大职

工安全意识
,

这是防止发生化学毒物急性 中 毒 的关

键
。

为了及时 了解生产中职业危害因素和职工健康的

关系
,

还应进
一

步完善监测管理
,

加强作业 环 境 监

测
。

如北京某焦化厂制气 (煤气 )车间安装一氧化碳自

动 监测报普仪
,

对工人作业环境实行区域监测
,

一旦 一

氧化碳浓度超标即会发 出警报
,

救护队人员可迅速赶

到现场救护
,

安全人 员也立即采取必要通风措施
,

把

车间内
·

氧化碳的浓度降低在国家规定的
“

卫 生 标

准
冲

以下
。

因此
,

该厂制气车间近年来
,

无
一

氧化碳

急性中毒病例发生
。

二要贯彻
、

执行化工部 《 化工企业急性中毒抢救

应急措施规定 》
,

加强急救
、

抢救工作
。

依照化工部

的文件要求
,

近年来我们主要抓 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

( l) 提高各级领导及广大职工对急救抢救工 作 的 认

识
,

各企业领导结合本单位生产实际
,

把化学毒物急

性中毒抢救纳入厂领导的议事 日程
,

定期研究有关问

题
, ( 2 )建立

、

健全急救抢救领导小组
,

各化工企业

都建立 了以生产厂长为组长的急救抢救领导小组
,

在

急救抢救领导小 组领 导下
,

各企业建立了 急 救 抢救

(队 ) 组织
,

制定了本单位常见化学毒物急性中毒抢

救常规
,

研究制定 了急救抢救方案
,

使急救抢救工作

规范化
、

制度化
、

标准化
, ( 3 )做到急救人 员

、

急救

设备
、

急救药品
、

抢救技术
“
四落实

” ,

这是做好急

救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
。

三要实行化学毒物管理制度
,

加 强化学 危 险 物

(毒物 )粉理
,

各化工企业均建立有毒化学品 《毒物登

记档案 》 、 《毒物周知卡 》 等
,

使企业的医务人员对

自有的化学毒物有细致的 了解和掌握
,

各单位急救站

以此制定抢救常规
,

为应急抢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本文承蒙北京 医科大学江泉观教授指导
、

审 阅
,

在此

感谢
。

)

高千伏摄片在尘肺诊断中的应用

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 37。。 4) 侯 祯

大同市职业病防治所 钟 日 段增明 庞有效

筒于伏拍摄胸片
,

X 线穿透力强
,

曝光时间短
,

管
,

小焦点 (。
.

0 8 Ir 以n 朴
,

梯形遮线筒
,

立位活动

影像清晰
,

层次丰富
,

肋骨遮盖及心脏重迭的病灶亦 滤线器 (栅比率 16 片 /cm )
。

高千伏管电压为 12 0~

能显示
。

本文对高千伏与普通千伏摄片诊断尘肺的差 1 5 0 k V
,

10 o l l lA
,

0
.

025 ~ 0
.

04 秒
。

普通千伏 64 ~

异及特点进行 T 初步分析
。

7 6 k V
,

5 0 0 1l l A
,

0
.

0 6 4一 0
.

0 5 秒
。

天津产 3 0 5 x 3 8 /

刀” 1 1蓝基底胶片
,

中速钨酸钙增感屏
,
后 前 立位投

1 材料与方法 照
,

手工冲洗
。

用 日立 H D 1 5 1 5型 i 30 0m A X 光机
,

旋转阳极 对 z￡s c年前定诊的 。、

I 一 I 期 1 2 7例病人同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