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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群血细胞状况

调查人数

组 别

(人 )

红 细胞

( x0 2 1 2 / L)

X士 D S

白细胞

(又 0 2 9
/ L)

X士 D S

血小板

(、 20。
/ ) L

X土 D S

调查组

合计

』
.

5 3士 0
.

3 2

4
.

1 1士 0
.

2 7

4
.

4 3上 0
。

35

5
.

6 5士 0
.

8 8

5
.

2 5士 0
.

6 8

5
.

5 6士 0
.

8 5

1 5 6
.

0士 20
.

8

1 5 4
.

3士 2 2
.

1

15 5
.

6士 2 1
.

Q

勺目,曰通烤n.的舀丹舀11心1男女

对 照组

4
。

9 1士 0
.

4 8

4
.

4 2士 0
。

3 6

4
.

5 7士 0
.

4 4

6
.

7 4 上 1
.

3 4

6
.

2 9士 1
.

3 8

6
.

4 2 土 1
.

37

1 9 8
.

7 士 1 9
.

8

1 8 6
.

5士 1 9
.

3

1 9 2
.

6士 1 9
.

7

óóOD行I
,IJ吸几七男女

针

调 查组与对 照组总体均值比 较
: 红细胞 P > 0

.

05
,

白细胞 P < 0
.

0 5
,

血小板 P < 0
.

0 .1

值 “
.

0 x
10 ,/ L )者

,

接触汽油者为 4 例 (其中男性 3

例
,

占 2
.

9 4%
,

女性 1 例占3
.

1 2% )
,

占 2
.

98% , 非

接触汽油者为 0
。

血小板低于正常值 ( 100 x 10 ,/ L )

者
,

接触汽油者为 14 例 (其中男性 10 例
,

占9
.

8%
;

女性 4 例
,

占12
.

5 % )
,

占 1 0
.

44 %
。

经沪检验
,

除男性

外
,

其佘均有显著性差异
。

3 讨论

汽油含有化学物质较多
,

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
。

多年来有关它对人体血小板的毒性 报 道 不 多
。

从本调查的人体血细胞状况来看
,

血小板低于正常值

者
,

接触汽油人员出现较多 ( 14 例 )
,

而且与非接触

人员比较
,

在总体均值上均有显著性差异
。

出现上述

间题的原因
,

我们初步认为
,

汽油中所含的芳香族烃

对造血系统有抑制作用
,

主要损害骨髓的造血机能
,

抑制粒母细胞
、

血母细胞分裂
,

原外琳与铁结合受到

障碍
,

因而影响了巨核细胞生成与发育
,

因 巨核细胞

的质和量同血小板的质和量有直接关系
。

此外
,

汽油

还能溶解血液中脂蛋白
,

血小板内含有血小板第 3 因

子 ( P F 3、
,

是一 种复杂的脂蛋白
,

因而血小板内脂

蛋白受到破坏
,

就会造成血小板生 成 障 碍
。

因 此
,

我们建议应加强对长期接触汽油的人员的 血 细胞 观

察
。

低温对冷库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33 0 006)

近年来
,

我国冷库数量和从业人员逐增
,

为了解

低温对冷库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

以便提出卫生防护

措施
,

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

我们对南昌市两个肉联厂

的冷库现场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以两个厂从事冷库作亚工龄 1年以上

的 1 13 名在岗工人作为调查对象
。

以劳动强度
,

作业

方式等条件基本相似的常温仓库保管员 (主要装卸果

品之类 ) 56 人作为对照
。

1
.

2 低温作业现场一般劳动卫生状况调查 包 括 作

业现场的微小气候 (见表 1)
、

作业时间
、

内容
、

方式
、

体位
、

劳动强度
、

防寒服等
.

1
.

3 测试指标 健康体检
、

主诉冷感
、

皮肤温度 (用

半导体点温计测量
。

面部
:

印堂 ; 胸部
:
胸骨柄 ; 腹

部
:

中院
; _

L肢
:
双侧合谷 ; 下肢

:
双侧足三里

、

双

侧内踩 , 共 9个点
,

取其平均值 )
、

手操作效率
。

2 结果

2
.

1 作业现场一 般劳动卫生状况 冷库工一 个 工 作

普 涛 孟捐非 樊 勇 王 肇滇

表 1 作业现场微小气候

作业现场 气温 (
。
C ) 相对湿度 (% ) 风速 (m / , )

冷 库 零下 1 8~ 2 3 8 0士 10 0
.

5土 0
.

0 5

休息室 零上 3 ~ 1 0 50 士 10 0
.

3上 0
.

0 3

常沮仓库 零上 4 ~ 10 4 5士 10 0
.

3 士 9
.

0 6

日在低温下 作业的累计时间约 2 ~ 4
.

5小时 , 一 次 在

低温下停留约 3 0分钟~ 1 小时 ; 手工搬
、

抬
、

推 (用

小车 )
、

提
、

行走 4 米左右
;

每人每次负重平均 15 一

35靶
,

全日负荷总量平均 3 一 6 吨
。

受冷状态均为活

动状态
。

防寒服装由单位统一 发放棉工作服 1 套
、

绒衣

1 套
、

毛皮鞋 1 双
、

棉手套 1 双
、

棉帽 1 顶
,

两年换

一次
。

2
.

2 体检情况 一般体格检查未发现有明显的 患 病

体征
,

冷库工主诉症状发生率较高的是膝关节痛
、

腰

痛
、

肩肘腕关节 痛
、

头 昏
、

胃夏痛
,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5 6
.

6%
、

30
.

2%
、
2 7

.

4%
、

2 9
.

5%
、
2 5

.

0%
。

除头昏与胃

痛外其它与对照组 比 P值均 < 0
.

05
,

有显著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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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主诉症状的发生率随冷作业工龄的延长而增加
,

一般 5 年后明显增加
,
而对照组这种规律不太明显

。

2
.

3 工人主诉冷感及冷感率 询间结果表明
,

冷库

t 主要受冷部位是手
、

足
、

膝
、

耳
、

面
,

冷 感 率 为

4
.

0% (见表 2 )
。

表 2 冷库工 主要冷感部位及冷感率 (% )

总例数
冷 感 手 足 膝

例 % 例 % 例 % 例 %

1 1 3 6 1 5 4
.

0 4 7 4 1
.

6 3 8 3 3
.

6 3 6 3 1
.

9

2
.

4 皮肤温度 根据卫生学要求
,

低温作业工人着

装保暖量必须保证人体被服装覆盖部位的平均皮肤温

度在韶 oc 以上
,

但实际测量结果见表 3
.

裹 3 冷库工入库前
、

后平均皮肤温度 ( .c )

组 别

冷库工

对照组

入库前 入库 1 小时

2 9
.

7 士 0
.

6

3 1
_

7 士 1
。

1

平均皮很下降值

3 2
.

1 士 1
.

7

3 1
.

9 士 1
.

2

2
.

4 .

0
。

2

. 与对照组比较 P < 0
.

01

冷库工入库工作 1 小时后
,

其机体平均皮肤温度

下降值大于 2
“
C

,

说明冷库工服装保暖量不足
。

2
.

5 手操作效率 以入库前后手拧按螺母及上螺丝

的方法 (以每个所需秒数计 ) 测定手操作速度和准确

性
。

冷库工入库工作 1 小时后手部因受冷皮温下降
,

手

指灵活性下降至使操作效率下降
,

下降率为 2 4
.

2%
,

而 对 照 组 为 2
.

8%
,

与对照组 比较P < 0
.

0 .1

名 小结

低温作业环 境对冷库工健康的影响是一种慢性影

响
,

主要影响关节系统
,

表现为膝
、

腰
、

肩
、

肘
、

腕

关节痛
,

以酸痛为主
,

并与气候变化有关
,

受冷与潮

湿明显加重
,

呈一种慢性类风湿性的影响
,

而且有随

冷作业工龄的延长
,

发生率增加的趋势
。

本结果还显示

冷库工的服装保暖金不足
,

服装覆盖部位平均皮温达

不到保暖卫生要求
,

冷感率 > 50 %
,

特别是手脚腰膝等

关节部位易受冷而引起酸痛
,

耳部
、

脚部易产生冻伤 ;

工作效率也受到一定影响 ,还有 1 9
.

5%的人常感头昏
,

15 %的人常感胃痛
,

说明低温作业玮境对冷库工的身

体健康已造成一定危害
,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误服稀硫酸致上消化道完全闭塞 1例报告

山西焦化厂 ( 0 3 16 0 6 )

误服稀硫酸致急性上消化道灼伤 已有 不少报道
,

但灼伤后致上消化道完全闭塞罕见
,

现报告如下
。

王某
,

男
,

40 岁
,

某农村汽车司机
。

1 9 9 3年 5 月

2 日
,

误将稀硫酸当饮料服 一 口
,

感觉不对
,

当 即吐

出一 部分
,

但食道 已吞入硫酸
,

造成 口腔
、

上消化道

严重灼伤
。

立即到附近中心卫生 院就诊
,

当时给予插

管洗胃
,

未保 留 胃管
,

并给予抗感染
、

补液等对症处

理
。

一周后患者 可进流食
。

半个月后
,

患 者 吞 咽 困

难
,

为进食再插 胃管未成功
。

20 余天 后
,

患者不能进

食
,

唾液不能下 咽
,

于 5 月 24 口转入县医院
,

在 胃区

造痰以进流食
。

6 月 n 日转入我科
,

自诉痰多
,

粘白

色痰
,
口干

,

声音嘶哑
.

体检
: T 36

.

o4 c
,

P劝 次 /分
,

R Z。次 /分
,

B P 1 2 / s k P a
,

急性病容
,

下领皮肤有灼伤

痕
。

双肺满布痰吗音
,

心脏各瓣膜听诊 区未闻及病理

性杂音
。

腹软
,

肝脾未及
,

上腹部可 见一人造接管
。

上消化道钡餐造影
:

咽喉部组织凌乱
,

稀钡餐下咽不

能进入食道而经灼伤所致食道一气管痰流入气管
。

经

人造痪管进行胃钡餐造影
,

显示 胃蠕动正常
,

胃粘膜

正常
。

血常规
: H bl 20 g/ L

,

W B C了
.

o x l o , / L
,

N o
.

8
,

L o
.

2
。

诊断
: 亡1 )

_

卜消化道灼伤
,

( 2 ) 上 消化道完全

张红明 史淑华

闭塞
。

处理意见
:

转院手术治疗
。

讨论 稀硫酸属强酸类
,

具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

作用
,

可使蛋白质与角质凝固
、

溶解
,

以 至 组 织 坏

死
,

受损的器官或组织发生充血
、

水 肿
、

坏 死
、

溃

疡
,

严重者可引起受损器官穿孔
、

瘫痕形成
、

狭窄及

晴形
,

肝肾组织常有脂肪变性及坏死
。

该患者系误服

稀硫酸
,

对强酸 口服中毒者
,

治疗原则严禁洗胃
,

也

不可催吐
。

正确的方法是
.
可先用清水冲洗

,

并尽快
给患者 口服 2

.

5%氧化镁溶液或氢氧化铝凝胶 50 一 10 0

耐
,

也可选服 0
.

17 %氢氧化钙 2 00
In l

,

生蛋清
、

牛乳豆

浆 2 00 间
,

半小时后给予植物油 100 ~ 200
xl d 作为润 滑

剂
,

及早使用皮质激素以减轻中毒反应
,

减 少 纤 维

化
。

同时给予补液
、

抗感染
、

对症等全身治疗
。

该例患者灼伤导致上消化道完全闭塞
,

考虑有如

下几方面的原因
: ( 1 ) 由于洗胃

,

一方面引起上消化

道机械性损伤
,

一方面延误了上消化道的清洗与中和
。

( 2 )未及时应 用皮质激素来控制机体的反应性
,

以减

少组织的纤维化
。

( 3 )没有使用中和剂及拮抗剂
,

使

酸继续损害机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