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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是切粒
、

吹塑两工序产生脚旧 P 气溶胶
。

四个

厂均无特殊的通风排毒设施
,

车间空气中 D B P 浓度

测定结果见表 4
。

2
.

2
.

2 体检结果

血常规
、

尿常规
、

尿锌
、

血清尿素氮
、

S G P T
、

嗜

中性白细胞吞噬功能
、

血浆辜丸酮等检测结果与对照

组比差异均无显著性 , X光胸透和心 电图检查各组无

明显异常 ; 但各厂大部分接触工人均有不 同程度的咽

喉干燥
、

流鼻血
、

咳嗽
、

咽喉充血及滤泡增生等粘膜

刺激症状和体征
,

这些表现与作业者的吸烟习惯
、

生

产环境 D B P 浓度的高低
、

接触工龄长短等因素无明

显相关
。

而生产环境D B P浓度 111 ,g / m
3以上组工人头

晕
、

头痛
、

失眠
、

记忆力减退等神衰征候明显高于对

照组
,

差异非常显著 ( P < 0
.

0 1 )
。

神衰症状的发生率有

随工龄增长而升高趋势
。

平均浓度为 0
.

62 m g / m
, 接

触组工人仅部分人有单一的头晕
、

头痛症状高于对照

组 , 平均浓度在 0
.

5m名 /m 3以下的两个低浓度组
,

作

业工人除部分人有呼吸道刺激症状外
,

体检各项指标

与对照组 比差异无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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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制订车间空气中有毒物质卫生标准
,

通常以动物

实验的慢性闭浓度和安全系数初步推算出卫生标准参

考值
,

再用职业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论证
,

并参考国外

有关标准值
,

提出建议标准
。

基于 D B P 的 沸 点 高

( 340 oc ) ,

蒸气压低
,

未能作慢性吸入试验
,

本研究

根据经口 的慢性毒性
、

精子畸形
、

致畸三项试验的最

大无作用剂量和 W l勿O 常采用的10 。为安全系数
,

推

算出车间 空气中D B P 的 M A C 参考值波动于 4
.

20 ~

7
.

54 m g /m , ,

接近子 A C G IH 提出的 T L V
。

但考虑到

生产环境中 D B P 主要是经呼吸道吸入
,

毒物进入机

体的途径不同
,

其吸收速率与消化道有差异
,

各项试

验的最大无作用剂量均以组织和细胞形态的病理改变

为观察指标
,

且动物试验所获得的数据要外推到人还

存在种属差异等因素
,

因此
,

我们认为车 间 空 气 中

D B P 的卫生标准应以职业流行病学调查为主要依据

为妥
。

D B P 对生产工人健康影响的报道不多
,

见解也

不一致
。

前苏联有的报告指出
:
在 D B P 浓度 1~ 10

m g /m
3
环境中工作 6 ~ 10 年的工人

,

可导致多发性

神经炎和呼吸道疾患
。

有的则报告在 D B P 浓度低于

或接近 2 1119 /m
, 的慢性毒作用极限浓度下作业的 26 5

名工人中
,

只发现 3名工龄长达 7~ 9年的女工有多发性

神经炎的征兆 , 作者用回归分析法对生产环境浓度为

0
.

6~ 巧 m g /m
, 、

接触工龄为 3年以上 的 29 6名工人的

资料分析结果表明
,

正常工作下无危险的平均浓度为

l rn g /m
, 。

而美国在
“

阂限值
”

的文件中指出
,

他们

对接触 8 一 15 犯 g/ m
3 二丁酷

、

二 乙酷
、

二辛酷等混

合邻苯二甲酸醋蒸气下 作业工人观察结果
,

未发现接

触者有多发性神经炎
,

血液中也未检出二甲酸醋
。

我

们职业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
,

车间空气中 D B P 平

均浓度 1
.

0 9 11唱 / m
3 组的工人

,

除有呼吸道刺激 症 状

外
,

大部分工人还有神衰征候群
,

这些表现是机体功

能异常的早期反应
,

提示在该浓度生产环境中长期作

业
,

对接触工人的健康有影响
。

根据本调查结果
,

参

考国外有关的卫生标准和文献
,

建议我国车间空气中

D B P的T L V为 1 1119 / m
3 。

(参考文献 略 )

车间环境监测的微机管理系统

金胶石化公司职防所 ( 2 1 0 0 3 3) 如匕 潜

1 概述

我们职防所负担公司八个厂的 70 多个车间
、

80 多

种有害因素的环境监测工作
,

其中炼油厂就有 35 个车

间
、

15 0 个监测点
,

有害因素达 40 种
,

每个车间接触

毒物的种类都在 10 种左右
.

以往监测数据的存档
、

统

计和制表等靠手工完成
,

统计费时
、

费力
,

易出错
,

尤其进行数年综合统计分析时更为困难
。

为改进这些

资料的存取方法
,

提高工效 和质量
,

更好地为环保
、

临床及科研服务
,

我们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
,

并结合石化系统职业病防治现况
,

编制了这套
“

车间

环境 立测管理系统
.

程序
。

通过实际应用 已取得一些

经验
,

并逐步改进获得较好的效果
,

具有推广价值
。

2 系统运行环境

本系统在 IB M P C /X T / A T / 2 8 6 / 3 8 6及其兼容机

(C O M P A Q
、

S U P E R
、

A S T 等 ) 上开发 j全行
,

操作

系统采用 P C /M S 一D O S 2
.

1或更高版本
,

开发环境为

d B A S E 一
111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或oF x B A S E ) 和

B A S IC A 语言
,

统计报表的输出可通过各种打印机
。

3 程序模块化

该系统由八大分支模块 (噪声
、

粉 尘
、

高温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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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
,

微波
、

毒物
、

工业卫生档案
、

环境 评 价 等 ) 组

成
,

每个分支又由四到八个程序模块组成
,

每个程序

模块都包含八
、

九组程序
。

这十大功能模块由主控模块

邓主菜单控制
,

它们之间的转换见图
。

调用各功能模

块以及直接使用某功能模块
,

屏幕上都有汉字提示
,

不必专门培训
,

可直接使用
,

操作方便
。

主控模块启

用后即进入菜单
,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键入参数后
,

就可

进行数据处理
、

统计
、

综合分析出各种表格
、

图形等
。

主要指标

公司各厂监测汇总 、 l

某厂各监测点统计 !①算术均数
、

标差

某车间各测点统计 ,②几何均数
、

标差

打印监测 日报表 }③测点
、

岗位评定

数据库记录的添加 }④超标点
、

岗参数

逐年 (月 )浓度绘图 、
.

⑥有毒作业危害分级

公司各厂监 测汇总 、 .①最低
、

最高强度

某厂高频数据统计 !②电场
、

磁场强度

某车间各测点统计 、
.

③测点
、

岗合格率

公司各厂监测汇总 、 l①平均 A
、

C声级

某厂监测数据汇总 l②平均声压级

某车间数据统计 }③等效连续 A声级

某厂各测点频谱分析 {忍超标点
、

岗参数

某车间各测点频谱图、 :国点
、

岗监测率

公司各厂监测 汇总 * }①危害程度分级

某厂粉尘数据统计 l②几何均数
、

标 差

车间各点分散度分析 、 j③ 5 10 : 平均浓度

公司各厂数据汇总 * 、①平均温度
、

温差

某厂高温数据统计 !②平均热辐射强度

某车间数据统计 ( )③高温作业分级

公司各厂监测汇总 、 、①平均功率密度

某厂微波数据统计 !⑧日平均功率密度

某车间各测点统计 、 l③测点
、

岗位评定

公 司各厂监测汇总 ` l①平均照射量率

某厂射线数据统计 !②平均吸收剂量

某车间各测点统计 、 .

③平均剂量当量

统计各厂各岗位
、

车间人 员概况

填报各厂
“

年度新建卫生防护措施项 目表
.

填报各厂
“

年度预防性卫生监督项 目表
,

填报各厂
“

… 级预防情况登记表
”

某厂 (车间或各测点 ) 有害因素综合评价指数

某毒物两个时期 (或单位 ) 对 比的 T检验

曲线回归
、

直线化方程检验
、

拟合优度比较

不 同时期毒物浓度对比 F检验
、

Q检验

两种有害因素直线回归
、

椭圆方程

各车间 (或时期 ) 环境污染模糊数学综合评价

有害因素的系统聚类
、

主成份分析

图 按功能划分的程序模块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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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绘的组成与功能

4
.

1 系统的组成

该系统有 2 80 个程序 (约 4 4l K ) 及六 类数据库组

成
。

数据库的多少 因公 司分支多少而定
,

主要有 ( 1 )

噪声
、

粉尘
、

高温
、

高频
、

微波
、

毒物测定 值库 ,

( 2 )各单位监测项目名库 ; ( 3 )监测饭
、

岗位
、

工种

名库 , ( 4 )国家规定标准值库 ; ( 5 、统计结果等
。

前

五种有害因素是一厂一 库
,

毒物是一车间一库
。

这是

因为各车间接触的毒物不相同
,

少则
、

两种
,

多则

九
、

十种
,

一个厂一般都要接触数十种毒物
,

而且一

天不 可能测定十多种毒物
。

为减少空白字段所占的内

存
,

故设计一车间一库
。

4
。

2 数据的录入

各测定值数据库中都有时间
、

侧点
、

气象条件以

及监侧项目等四大项组成
。

考虑到提高录入速度并兼

顾石化系统其池公司或厂使用本系统的通用性
,

全用

数字输入
.

该系统采用 了多层次莱单选择方式
,

所用

的各厂名
、

车间名
、

监测点名
、

毒物名等固定参数采用

一次性输入方式
,

故在每天的数据录入或报表的打印

中不必再沙输入
。

从而达到录入简便
、

迅速的目的
。

4
。

3 统计处理

每月
、

乳 年末
,

系统就可对有关数据库统计处

理
。

按照主控程序莱单上的顺序统计分析出各监侧点

级
、

车间级
、

厂级
、

直至公司级的各项综合指标
,

并

按中石化总公司 《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中要求的各种

报表格式打印出相应的月 (或季
、

年 ) 报表
。

最后汇

合出全公司各厂各有害因素鉴侧状况的总表
,

以及该

年 (或季 ) 度监测工作经济效益统计表和工作总结用

表
。

运行中
,

可根据需要制备向总公司传输的三级汇

总数据库
。

在做出逐月 (或季
、

年 ) 统计的基础上就

可对某车间各毒物
、

噪声等绘制出逐月 (或季
、

年 )

浓度 (或强度 ) 比较图
。

在毒物
、

粉尘和高温监测数

据统计模块中
,

可根据用户需要
,

分别按 G B 12 33 1-

。o
、

G B 5 s i 7
一 5 6

、

G B 4 2 0 0
一
a 4这三个国家标准的要求

打印出各岗位毒
、

尘
、

高温危害程度分级报表
。

4
。

4 查询

本系统可对毒物监测数据产生出日报表
,

也可从

屏幕或打印机上得到某车间某日粉尘
、

高温
、

噪声
、

高频
、

微波的各项查询结果
。

4
.

5 环境综合评价

待积累一定量的监侧数据后
,

就可运行该系统的

环境评价模块
,

根据专业需要
,

对各种有害因素进行

综合指数分析
,

也可采用模糊数学评价法对不同时期

`成单位 ) 进行综合评价
。

后者可弥补前者对较大值

.

3 7 5
·

的掩盖避免造成评价上的错误
。

该棋块还可对有害因

素进行系统聚类
、

主成份分析
,

把作业环境中的危险

因素依次作出排列
,

从而对危险因素进行布么
4

.

6 工业卫生档案

可根据石油化工 《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的要求
,

完成各厂各岗位人员概况的填报
,
以及其它工业卫生

档案中的报表
。

S 程序的实用性

本管理系统自1泞8 9年应用以来
,

给数据的统计报

表带来了方便
。

将以往年复一年 的
`
死

”

资料输入

计算机
,

就成为随时可调用研究的活资料
。

由于它可

与计算机的健康管理系统连接
,

进行相关
、

多元逐步

回归等统计分析
,

就有可能找出影响职工健康的主要

有害因素
,

从而对某些职业性多发病
、

职业病等的预

侧狱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

而且

这些环境污染资料对于分析污染给石化系统职工家属

以及周围居民会造成何种程度的危害
,

尤其是某些肿

脚发病原因的研究带来方便
。

. 小结

( 1 ) 本系统采用汉字提示方式输入各种数据
,

不必反复输入监测点名
、

毒物名等汉字
。

因此对于了

解计算机语言程度不 同的用户在读使用说明书后都可

顺利操作
,

较为方便
。

由于是采用模块化程序设计
,

不

仅使程序简化
,

而且便于调试
、

维护和今后的扩充
。

( 2 ) 本系统配有初始化程序
,

因此具有较广泛

的通用性
,

任何公司或职防机构只要进行简单的初始

化
,

即输入厂名
、

车间名
、

监测点名
、

毒物名等后即

可投入使用
。

( 3 ) 程序是 在 D B A S E m 中编写
,

并在程序

中采用索引文件
、

拷贝临时文件或暂时珊除不参与统

计的记录等方法提高了程序的响应速度
,

较好地方便

了用户
。

( 4 ) 系统具有安全保护措施
,

对重要的数据库

自动产生副本
,

一旦发生故障即可恢复运行
,

避免数

据丢失或数据库破坏
,

提高了可靠性
。

( 5 ) 可进行环境有害因素的综合评价
,

并可将

环境资料与健康体检资料连接综合分析与评估
,

以及

工 业卫生档案的管理
。

( 6 ) 系统具有良好的界面
,

备有远程传输全公

司测点级
、

车间级
、

厂级汇总结果数据库的接口
,

可

方便地与多种应用系统联用
,

共享数据
。

(参考文献 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