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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市化学毒物调查的报告

浙江省衡州市卫生防疫站( 2 34 00) 0 王 小林

为预防职业中毒
,

保护工人安全
,

制订预防措施
,

我们对市内42 家化工企业的 163 种毒物进行 了 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效
、

毒性级别等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对象 我市所属化学工业中
,

生产 过 程所用原

料
、

添加剂
、

产品及 fMJ 产品
。

1
.

2 资料来源 1 99 2年全市化学毒物登记档案
。

含名

称
、

分子式
、

结构式
、

分子量
、

用量 /产量
、

接触人

2 结果

2
.

1 化学制造业分类 有机化工占` 5 .

2%
,

接触人数

占44
.

9%
,

位居首位 , 其次为农药医药制造业
、

涂料染

料制造业
、

化学试剂制造业多 橡胶加工业比重最小
,

仅占 4
.

8%
,

接触人数只占 1 %
。

2
.

2 化学毒物分类
、

接触和分布情况 见下表
。

2
.

3 毒性等级分布 低毒类占 42
。
0%

,

接 触工 人最

毒物分类及构成

类 别 种 数 构 成 (% ) 接触人次数 构成 (% ) 分布厂 数

36274 0 2 2

1 0 7 2

1 6 6

14 3 0

8 90

5 3
。

1

14
。
1

几 2

18
.

9

1 1
。
7

9甲
.

吕跳O,U.58.3L.20.15
丹063
,U工合O口自舀2有机化合物

徽 旅 盆 类

卤 素 类

农药医 药类

其他无机化 合物

合 计 7 5 80

多
,

占 43
.

0 %
,

分布各企业中 , 中等毒性物次之
,

占

1 6
.

8%
,

分布在 8 1
.

0 %企业中 . 高毒性少
,

占4
。

9%
.

剧毒物未发现
。

3 结语

本市调查资料表明有机化工企业毒物分布最广
,

毒物种类
、

接触人次数最多
。

提示开展预防中毒的同

时
,

要对企业及工人加强防毒安全卫生宣教
,

做好二

级预防
。

值得强调的是对光气
、

氛化钾
、

苯
、

苯胺等

高
、

中毒物应有急救措施
,

学会自救
、

互救
,

保护工

人安全生产
。

铅
、

汽油
、

放射线对作业人员肝
、

脾大小的影响

福建省职业病防治院 ( 3 5。。01 ) 魏端玲 陈汉英 林丽颖

本文主要对长期接触低浓度
、

低剂量 〔国家卫生

标准以下 ) 的铅
、

汽油 (含四 乙基铅 ) 和放射线 (包

括 X
、
下

、 ` 。C 。 、 2 2 `

aR
、

1’ ,
sC 等射线 )作业人员

,

通

过 B 超探讨其肝
、

脾的大小变化
。

1 对象和方法

飞
.

1 对象 铅作业人员35 人
,

工龄 1 ~ 25 年 , 汽油

作业人员 1 76 人
,

工龄 1 ~ 35 年 , 放射线作业人员 32 1

人
,

工龄 1 ~ 32年
。

选择未接触任何有害物质的工人

和干部 65 人为对照组
,

工龄 1 ~ 40 年
.

检查对象均排

除肝
、

脾疾患及肝炎密切接触史
,

一般体检 未 发 现

肝
、

脾阳性体征
,

肝功能检查正常
,

无烟酒嗜好
。

1
.

2 方法 检查对象均探查肝左叶长 径
、

厚 径
,

肝

右叶斜厚径
,

脾厚径及门静脉主千内径等
,

测值进行

统计分析
。

2 结果

B超探查侧值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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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对照组
、

不 同作业组肝
、

脾
、

门静脉测值及比较 ( X 士 S D I们 rL n

肝左叶 长径 肝左叶厚 径 肝右叶斜厚 径 脾厚径 门 静脉主干 内径

对 照 组

铅作业组

汽油作业组

放射线作业组

6 5
.

3 6 2 8 士 9
.

5 3

6 9
.

3 14忿士 7
.

0 5 8 .

6 8
.

7 9 5 4 士 8
.

0 1二

6 8
.

3 8 6 3 士 9
.

5 8二

5 4
.

或9 2 3士 6
.

5 6

5 7
.

9 14 3 士 6
.

9 7二

5 8
.

5 6 8 1士 7
.

9 3二

5 5
.

6 23 0 士 7
.

8 1.

1 1 8
.

26 15 士 9
.

5 9

1 2 2
.

5连2 8 士 9
.

7 .

12 5
.

5 7 9 5 士 9
.

8 6二

1 2 1
.

6 3 5 5士 1 0
.

07二

2 9
.

7 53 8 士 4
.

5 8

3 2
.

3 3 3 3 士 2
.

1 4 t

3 1
.

5 5 5 5 士 5
.

8 8*

3 1
.

15 9 5 士 5
.

3 9 .

1 2
.

6 7 6 4土 1
.

37

1 2
.

65 9 1上 1
.

6 0

1 3
.

0 5 98 士 1
.

3 2 .

1 2
_

7 1 6 5士 1
.

3 2

与对照组比 较 . P < 0
.

0 3
, * .

P < 0
.

01

3 讨论

肝脏是机体的重要代谢器官
,

在屏障解毒机能和

保证 门静脉循环等方面都起 重要作用
。

铅和 四 乙基 铅

进入血 液迅速被组织 吸收
,

分布于肝
、

脾和肾等脏器

中
,

其中以肝浓度最高
,

约占10 %
。

放射线作业 是指

X
、

y
、 ` 。 〔 e 、 2 , ` R a 、 ’ 3 7 C s 等射线

,

其可影响人

体肝 脏的变化
。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1 9 9。年 C。号出版

物提出肝组织的权重 因子 (W曰为 0
.

05
。

接受中 小剂

量照射后
,

对肝损伤首先表现为肝小血管
、

中央静脉

与汇管区静脉均极度充血扩张
,

窦状隙和间质水肿
,

常有微小出血灶
。

通过肝
、

脾和 门静脉探查结果证实

了铅
、

四 乙基 铅汽油和放射线对肝脾均有
一

定 的 损

伤
,

肝左 叶长径
、

厚径
,

肝右叶斜厚径
,

脾厚径和 门静

脉内径 比对照组增加
,

经统计学处理有 显 著 性 差异

( P < 。
.

0 5或 P < 0
.

0 1 )
。

因此认为上述几种有害因素

可使肝
、

脾体积增大
,

肝 内郁血
,

其在 B超征象的改

变可能优先于肝功能检查
。

这个征象可为某些有害因

素对职业人群的健康损害提供亚临床的客观证据
。

大容量全肺灌洗治疗矽肺的心电图观察

浙江省冶金职工尘肺防治 中心 ( 3 2 1 2 0 6)

浙江 医学科学院职防所

杨 大里 陈发扬

张群卫

大容量肺灌洗治疗方法对心脏影响的报道
,

目前

尚不多见
。

我们对 3 0例矽肺患者 ( 0
十
1 1例

,

I 期 13 例
,

I 期 5 例
,

, 期 1例 )
,

大容量肺灌洗 (W L L ) 时的

心电图改变进行了观察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方法

在灌洗操作诱导麻醉前
、

后
、

插管
、

双肺
、

单肺

通气以及
一 、

三
、

六
、

九次灌洗 液进入末及引流出末

作心电图 I 导描记记录
,

描记结果分析按如下规定
:

窦性心动过缓
,

心率 < 60 次 /分
, 窦性 心动过速

,

心率> 100 次 /分
,
心率加快

,

心率 比麻醉前加快 20 次

/分 , 心率减慢
,

心率比麻醉前减慢 20 次 /分
; T 波改

变
,

以麻醉前振幅为准
,

比原来降低 1 / 2以上为
“ T波

降低
” ,

降低 2六以上为
“
T 波低平

” 。

2 结果

窦性 心律
:
麻醉前有窦缓 7 例

,

窦速 1 例
。

诱导

麻醉时心率变化不 明显
,

插管时心率加快有 14 例次
,

其中 1例插管时心率高达 117 次 /分
,

比原来加快 53 次

/分
。

而在其他各例次心电描 记中
,

心率变化不明显
,

未 见箕他心律失常
。

P波
:

各次描 记中未见 P波异常改变
。

S一 T段
: 3 例病人麻醉前 S一 T段 抬高 0

.

05 ~

。
.

l m V
,

灌洗时降至等电位线
。

有 1 例 龙肺灌洗时

S一 T段压低 o
.

o sm V
。

T 波
:

本组 60 例次进行W L L 过程中出现 T 波改变

占85 %
。

左侧肺在灌洗过程 中都可见到 T 波改变
。

W L L 过程中对诱导麻醉
、

插管
、

双肺
、

单肺通气
,

以及第
、

三
、

六
、

九次灌洗的进
、

出进行 心电图描

记
,

结果表明左侧肺 W L L 出现 T 波改变明显高于右侧

肺
,

且差别有非常显著意义 ( P < 0
.

0 05 )
。

灌洗掖进入

末出现 T 波改变明显高于液体引出末
,

且 差别亦有非

常显著意义 ( P < 0
.

0 0 5 )
。

Q一 T间期
:

术前未见Q一 T 间期延长
。

60 例次灌

洗中可见 20 例次出现Q一 T延 长者
,

占3 3
.

3%
。

左
、

右

两肺灌洗时各次描记心电图发现
,

左肺W L L 过程中

发生 Q一 T延长的次数 (6 9次 ) 超过右肺 ( 32 次 ) ,

且 差别有非常显著意义 ( P < 0
.

00 5)
。

肺内储留量
,

氧分压与T波改变
、

Q一 T 延长关

系分析发现
,

T 波改变以及 Q一 T 间期延长与氧分压

无关
,

而与肺 内沸留量多少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