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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年国 际癌瘤学会把氯乙烯 (V讯 y l C h l仗i d e ,

V C 列为致癌剂
, 1 9 8 5年我国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

程度分级》 标准把 C列为极度危害物
。

为探索V C对

人体职业危害的早期诊断指标
,

我们对某树脂厂 V C

生产工人进行了健康监护
,

现将 1 9 8 9一 19 91年情况总

结报告如下
。

表 1 生产岗位空气中氯 乙烯浓度 (m g /m .)

波动范围
均度平浓

岗 位

1 对象

某树脂厂聚氯 乙烯 ( P V C ) 车间生产V C 的 54 名

工人 (男 44 人
,

女 10 人 ) 为观察对象
,

平均年龄 3 5岁

( 15一 4 8岁 ) ,

平均作业工龄 8
.

6年 ( 3~ 14年)
。

2 方法

2
.

1 现场环境监测 每年定时定点测定生产岗位空气

中V C浓度 (活性炭管采样
、

气相色谱仪测定 )
。

2
.

2 临床检查

2
.

2
.

1 职业史及 内科
、

皮肤科
、

五官科检查
。

2
.

2
.

2 心 电图
、

B超 (肝
、

胆
、

脾 )
、

肺功能测定
、

胸透
、

双手指骨X 线摄片 (隔年一次 )
。

2
.

2
.

3 化验检查
:
血常规 (W B C

、

H b)
、

肝功 仍 J
J

叭

Z n T T
、

丁 T T )
、

血清蛋白电泳 (醋酸纤维薄膜法 )
、

酶联免痰法 测定 H B V五项血清学指标
、

血清蛋白组

分 (采用散射比浊 法
,

美国 B e c kJ 们曰 n公司 IS C
一

I 分

析仪 )
,

选用血清前白蛋白 ( P A )
、

转铁蛋白 ( T R )F
、

补体C 3 、

补体C 4 、

低密度脂蛋白 ( L D L )
、

结合珠蛋白

( H P ) 、

抗胰蛋白酶 a(
1一A T )和免疫复合物 (七IC ) 等

8 项指标
。

3 结果

3
.

1 现场监测
:

综合数年监测结果 (表 1 )
,

该车

间空气中 V C 浓度为 0
.

5~ 1 1 4 7n 唱 / m
, ,

平均浓度

5 0
.

s n唱 /m 3 ,

超标点占 5 0% (M A C = s o n唱 /m , )
。

3
.

2 临床症状和体征
:

54 名 V C工人中头晕
、

头痛
、

失眠
、

记忆力下降
、

皮肤搔痒
、

脱发
、

四肢麻木
、

鼻

千操
、

便秘等症状的发生率 1 9 9 1年均明显高于 1 9 89年
,

有显著或高度显著性意义
。

食欲下降
、

肝区不适
、

齿

聚 合釜 岗 2 4 1
.

8 6 2
.

5 10
.

8 ~ 1 1 4 7

聚 合釜控制室 (休息室 ) 6 5
.

8 5 0
.

0 1
.

5 ~ 28 0
.

5

聚 合干 燥操作室 1 3
.

1 3 3
.

3 1
.

9~ 3 2
.

5

合成操作室 9
.

9 25 1
.

0 ~ 3 7
.

4

合成压缩机房 3 8
.

4 5 0
.

0 0
.

5 ~ 7 6
.

3

合成分析取样岗 4 8
.

7 6 6
.

7 1 3
.

9 ~ 7 7
.

9

聚 氯 乙烯成品包装岗 3 1
.

9 3 3
.

3 1
.

1~ 日0
.

5

眼出血
、

咽喉痛等症状逐年增多
。

咽充血
、

下鼻甲肥

大
、

鼻粘膜苍白干燥
、

眼结膜充血的发生率均明显高

于 1 9 89年
,

有显著性意义
。

肝脾肿大者并经超声波检

查有不同程度肝波异常的发生率亦有所增加
。

心电图

异常 (传导阻滞
、

心率不齐 ) 及肺功能异常 ( F E V
:
下

降
、

F E F 2 5一 7 5 %减慢 ) 的发生率 1 9 91 年 明显高于

1 9 8 9年
,

有 显著性差异
。

1 9 9 0年对 54 名 V C 生产工人

手指骨 X 线摄片检查
,

发现 16 人 (占 2 9
.

6% ) 有多指

末节指骨粗隆不 同 程度的骨 质吸收 (虫蚀样
、

锯齿状

或波状 )
,

这部分工人平均职业工龄 1 1
.

3年 ( 5 ~ 14

年 )
,

存在 一定的接触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3
.

3 化验检查

3
.

3
.

1 血常规及酶联免疫法测定 H B V 五项血清 学

指标在观察前后无明显差异
。

1 9 9 1 年肝功能中 A L T

升高的异常发生率比 1 9 8 9年明显增高 ( P < 。 .

01 ) ,

z n T T
、

T T T 两项前后差异不大
。

3
.

3
.

2 血清蛋 白电泳 T P 和 A 均值 1 9 9 1 年明显低于

1 9 89年
, a Z

及 }
,

均值明显高于 1 9 8 9年 (见表 2 )
。

3
.

3
.

3 血清 s项蛋白组分
:

1 5 9 1年 P A
、

H P
、 a , 一

A T
、

C `呈降低趋势
,

且H P
、

勺
一
A T 与1 9 8 9年相比明显降

低
,

有高度显著性意义 , T R F
、

L D L
、

C 3 、

C刀 与

198 9年相比均增高
,

除 C I C 外
,

其他 3 项的增高有

高度显著性意义
。

1
.

四川健阳市卫生防疫站 ( 6 2 8 0 00 )

2
.

四川 树脂厂职工医 院

3
.

华西 医科大学附属职业病防治院



3 1 0

裹 25 4名氯乙烯工人血清蛋白电泳结果

19 9 8年 1 9 9 1年
P

X士 S D X士S D

T P (g/ L) 7 7
.

3 5 士 5
.

1 0 6 8
.

5 9 士 d
.

7 0 < 0
.

01

A (% ) 6 8
.

5 2士 5
.

5 25 6
.

5 0士 4
.

9 5 < 0
.

1 0

a l (% ) 3
.

7 0士 1
.

5 3 0
.

5 。士 1
.

5 2 > 0
.

05

a z (% ) 5
.

5 3 士 1
.

3 2 6
.

33 士 1
.

9 8 < 0
.

5 0

口 (% ) 8
.

吕1 士 2
.

a 7 吕
.

7 2士 2
.

23 ) 0
.

5 0

y (% ) 1 5
.

20士 3
.

1 17 6
.

15 士 3
.

2 2 < 0
.

1 0

4讨论

4
.

1 长期过量接触 VC
,

可以造成以肝脏为主的多个

系统及器官的损害
。

由本文结果可见
,

1 9 9 1年出现神

衰综合症
、

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和体征的阳性发生

率明显高于两年前
。

随接触丫C 才间的增 加
,

F E V I

及F E F 2 5一 7 5 %两项肺功能指标也有明显变化
。

有 16 人 (其中维修工 了人
、

聚合工 6 人
、

其他工

3 人 ) 出现不同程度的肢端溶骨现象
。

这部分工人多

为技术性强
、

工作相对稳定
,

故其发生与密切接触和

工龄较长相关
,

这与国 内外报道
一
致

。

4
.

2 观察结果表明
,

除食欲减退
、

肝区不适
、

肝脾肿

大及超声波提示肝波异常发生率比两年 前 增 加 外
,

A L T 升高的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 1 9 8 9年
。

当肝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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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慢性实质性损害时
,

常影响蛋白质代谢
,

引起血 清

蛋白的质和量的变化
。

随着 V C 工龄增长
,

血 清蛋白

电泳测定显示 T P
、

A显著下降 和 勺
、
下 明显增高

.

A L T 和血清蛋白电泳为协助诊断慢性 肝脏损害的有

效指标
。

4
.

3 L D L 主要是由肝脏 合成的极低密度脂蛋白在血

浆中分解而来
,

在血清中含量升高可能 系 V C 损 伤

肝细胞线粒体
,

从而肝细胞内脂肪酸积聚
,

血脂升高

所致
.

T R P
、

C 3 均 在肝脏中合成
,

在肝病中变化较

大
,

故其含量变化可反映肝脏的功能
。

C IC 是机体在

免疫应答过程中抗原与杭体结合的产 物
。

有学 者报

道
,

多种肿瘤患者体内 C IC 都是升高的
。

P A由肝脏合

成
,

据报道是反映肝脏早期损害的敏感指标
,

而本文

前后两年 C IC和 P A无明显差异
;
H P 和 a : 一A T

、

C `

的下降与其他报道相悖
。

原 因尚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

4
.

4 V C 为亲肝性毒物
,

业 已肯定为人类致癌物
。

从

C er
e
hc ( 1 9 74) 报告工人中的肝血管肉瘤与接触 C

有关以来
,

近年国外有的流行病学调查还发 现 接 触

V C 工人脑瘤
、

肺癌和肝癌等发病率增高
。

经调查
,

近年内该车间接触 V C 的工人中有 3 人患肝癌 死亡
。

这一现象给我们提示 了探索V C 对肝脏损害的早期敏

感指标 重要性
,

因而进一步作前瞻性观察是必要的
。

( X 线指骨片 由华西医 科大学附属 职业病防治 院放射科

杨定悼教授审阅
,

特此致谢 l )

一起急性二甲基甲酸胺中毒事故报告

大庆石化总厂安技处 ( 16 371 4 )

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董定龙

冯 克玉 叶培正 刘福环

1 9 9 2年 7 月某石化机修厂在检修过程中
,

发生一

起 6 例急性二 甲基甲酞胺 (D 七n e thy lf o n l l o l l l lde
,

D M )F 中毒
,

余 9 例均有不同程度反应的急性中毒

事故
。

现报告如下
。

1 事故经过

15 名检修工人第一次承担丁二烯抽提塔 (B T 101

A
,

B ) 检修任务
。

该塔检修前曾用 氮气吹扫
、

水冲

洗
、

氮气置换
,

打开人孔自然通风两天
。

7 月 3 日10 人

入B塔计 7 小时
, 4 日 4 人入 A塔计 9小时

多

厂5 日曾

入 B 塔的 10 人
, 8 时30 分再次入 B塔

,

10 时左右两名

自觉不适
,

出塔休息
,

至 14 时又有 4 人发 生 急 性中

毒
。

6 日又有 n 人拆
、

装其余塔盘
,

入塔平均 10
.

3 士

2
.
6小时 ( 6~ 1 4

.

5小时 )
。

2 . 故现场调查

塔内介质为D M F 和裂解 C 4 ,

比例为 (7
.

2~ 8 )

: 1
。

裂解C . 中丁二烯约占 50 %
,

丁 烯
、

丁 烷约占

40 %
,

炔烃约占 10 %
。

每次入塔前
,

均测塔内含氧量

和可燃气体浓度
,

结果合格
。

A
、

B 塔高为 5 7
.

5米和

50
.

5米
,

每塔 6 层人孔
,

检修时 2 人负责一层 , 检修

人员均穿单工作服
,

戴线或布手套
.

塔内直径均 1
.

,

米
,

作业空间狭小
,

身体常触擦塔内壁
.

5 日塔外气

温高达 3 o2 C左右
,

风小 , 调查时人孔已关上
,

无法检

测塔内D M F 浓度
。

3 临床资料

15 名检修工人均为男性
,

年龄 22 ~ 42 岁
,

平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