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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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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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肺灌洗已在国内逐渐开展
,

有关W L L 对

心脏影响的报遣并不多见
.

本组谁洗治疗过程中的心

电图描记结果发现
:

心率改变不明显
,

仅在播管时可

见加快
,

而引起心率改变的机会纤维支气管镜擂管时

引起心率变化机会少
。

这可能与全身麻醉
、

机体对擂

管反应减弱有关
。

当灌洗液进入肺脏时
,

心脏可受到一定程度的挤

压及纵隔的移动
,

心电图表现为 T波的
.

降低
”

或
“

低

平
” ,

Q一 T 间期延长
。

由于心脏偏左
,

左肺海洗对心

胜影响较右肺灌洗多见
, T 波改变出现颐率也相应增

多
,

且两者差别有显著意义
。

同样
,

由于液体进入末比

引出末肺内漪留液量大
,

对心脏挤压程度 也 相 应 增

加
,

引起 T 波改变频率也增多
,

且差别有显著性意义
。

从60 例次W L L 治疗矽肺的心电监护过程中
,

可

见心率
、

T波
、

Q一 T 间期有所变化
,

但其他未见明显

异常
,

而上述变化
,

在停止灌洗后 1 小时
,

可逐渐恢

复正常
,

因此
,

这些变化可以认为是可逆的
.

虽然如

此
,

也不能忽视术前对心脏功能应有要 求
,

以 确 保

W L L过程顺利进行
。

本组心电图改变与血氧分压关系不明显
。

但如果

发生低氧血症时
,

心功能可能受影响
,

术中应密切注

意心电图变化
,

并适当掌握进液量及引流时间
。

由于本组病例不多
,

有关大容量全肺灌洗对心功

能影响需进 一步探讨
。

(杨文琴
、

楼望林
、

朱 志玲
、

付江华等参加 部分心 电图

描记
,

张朝和研究 员审阅全文
,

特此致谢 , )

石油沥青烟与玻璃纤维尘联合作用

对作业人员健康的影响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职防所 ( 10 2 8 49) 朱领倩 香同荣

管道愉送原油是目前石油工业中应用最多的运物

方式
。

为了防腐保温
,

油管在埋入地下之前须经防腐

处理
,

常用的防腐材料为石油沥青和玻璃布
。

工艺过

程如下
:

熬沥青 ( 20 0
o

C )

Z 、
除锈 , 刷底漆 , 涂沥青

、

包扎玻滴布 , 包扎聚氯乙

烯薄膜 , 水冷却、 成品

在操作工人较集中的涂沥青
、

包扎玻瑞布岗位
,

采集粉尘样品 25 份
,

分析结果
:

粉尘中沥青烟尘占

26
.

4 0%
,

其余绝大部分为玻璃纤维粉尘和其它杂尘 ,

总浓度 4 1
.

8 3士 1 5
.

4 0m g /执 3 ;
游离 5 10 : 7

.

3 2 % ,分散

度 ( 5“ 占8 2
.

5%
。

为研究石油沥青烟与玻璃纤维尘 (以下 简 称 烟

尘 ) 联合作用对作业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

我们对管

道局三个管道防腐厂的作业工人进行了四次体检
。

本

文把接触烟尘的防腐工定为作业组
,

把性别
、

年龄平

行的不接触烟尘的其他辅助工种定为对照组
。

作业组

男 2 17人
,

女 80 人
,

平均工龄 9
。

2年 , 对照组男 86 人
、

女 27 人
。

休检内容包括自觉症状
、

神经科
、

内科
、

皮 肤

科
、

耳鼻喉科及心电图常规检查
,

部分防腐工拍摄了

X 线脚大片
。

两组分别进行比较
,
结果显示

:

( i ) 神经系统
、

消化系统与心血管系统
:
两组

间的症状
、

体征相比
,

均无显著性差异 ( P > 。 .

05)
。

( 2 ) 呼吸系统
:

症状中鼻出血
、

嗅觉减退
、

嘀

千
、

咽部异物感
、

咽痛
、

胸痛
、

咳嗽
、

气短等作业组

的出现率均高于对照组
,

但无显著性差异 , 体征中鼻

粘膜充血
、

咽部充血作业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两组间有

显著性差异 ,
32 名防腐工X 线胸大片异常的出别率随

工龄的增加而增加
。

各工龄组吸烟人数对比无显著性

差异
。

X线胸片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肺纹理增强
,

或双肺下野有少量类圆形小阴影
。

( 3 ) 皮肤
:

常见的皮肤搔痒和高温沥青灼伤
,

作业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P < 。 .

0 5)
。

玻

璃纤维引发的皮肤搔痒
,

大多分布于暴露部位
,

严重时

可出现小红点
,

脱离接触很快消失
。

高温沥青灼伤多

为点状沥青灼伤
,

愈 后多数不留疤痕
。

作业组座疮患

者的检出率高于对照组
,

分 别 为 14
.

1%和 6
.

3%
,

两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防腐工在生产中接触的有害因素为石油沥青烟及

玻瑰纤维尘
,

二者联合作用对人体的影响在文献中尚

未见报道
,

本文结果显示其对皮肤致病作用轻微
,

对

呼吸系统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

因此防腐作业现场的粉

尘浓度应控制在 Slr 名/m
, 之内

,

并应作好局部的排烟

除尘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