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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16
.

5 1)
,

其他各指标间均无 显著性差异
.

3 讨论

稀土元素包括翎系元素
,

由其后 14 个元素组成
,

这些元素在自然界中密切共生
,

在工农业中已广泛应

用
。

关于其毒性的研究国内外已作了不少的工作
,

其

对呼吸系统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向大鼠气管

内注入包钢稀土精矿粉尘后
,

12 个月时形成粉尘灶网

织纤维增生
,

周围出现胶元纤维
、

粉尘沉着等
。

接触稀

土粉 尘工人呼吸系统症状多于 非接触组
。

胸部 X 线表

现肺纹理增多
,

扭曲变形
,

肺野透明度降低
。

从本次

调查来看
,

作业环境中粉尘的稀土含量有所不同
,

则

肺功能的改变也有差别
,

尤以含稀土量多的纯稀土冶

炼组
,

在 10 项指标中有 5项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

是

否 由于稀土引起肺内纤维增生等因素所致的肺功能下

降
,

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

毫克
·

年可以反映出作业工人接尘量
,

是分析剂

量与效应关系中常用的指标
。

本次调查 中
,

接尘最大

于 4 00 毫克
.

年的工人肺功能下 降尤为明 显
。

在X线胸片0
十

者中肺功能下降不甚明显
,

但从 中

可 以看出F E几 卜 7 5 ,

V , 。 ,

V : 5 三项指标下降明显
,

反映出肺部小气道的改变
。

含镍合金钢冶炼工尿镍
、

发镶含量的调查分析

黑龙江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 1 50 0 8 0) 祖国瑞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刚葆琪 孙善忠

据文献报道接触可 溶性镍化合物 (如氯化镍
、

硫

酸镍 ) 的个体
,

体液中镍水平通常与接镍水平成比例

关系
.

但接触难溶性镍化合物
,

尤其是 接触低浓度难

溶性镍化合物时是否也存在这种量的相关关系
,

是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的问题
。

为此
,

我们
一

在某钢厂进行

了调查
,

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本调查 以某钢厂电炉炼钢分厂从事含镍合金俐冶

炼的男性工人为对象
,

主 要接触镍及其氧化物烟尘
。

1
.

2 方法

1
.

2
.

1 空气镍浓度 选择工人经常停留的地点 (包括

车间内休息室 )
,

于呼吸带水平采集空气样品
。

1
.

2
.

2 工人接镍水平 工 人佩 带 G C 一 1 型个体采样

器
,

以孔径 0
.

8拼m 的醋酸纤维醋滤膜采集一个工作班

的空气样品
。

对电炉冶炼过程进行分阶段采样
,

同时

对 2 名炉前工进行为时两天的工时记录
,

据此求出时

间加权平均浓度
。

1
.

2
.

3 尿镍与发镍 分别留取班前和班后尿液
,

并剪

取工人枕部头发 1~ 29
。

记录工人年龄
、

工龄及是否

吸烟等
。

用催化脉冲极谱法分析上述样品中镍含量
。

采用

质量控制图法进行实验室 内质量控制
,

剔除处于失控

状态的样品
。

用 S Y S T A T 软件包对所获数据进行统

计处理
。

2 结果

2
.

1 空气镍浓度

电炉炼钢分厂空气体可直接来源于冶炼过程
,

亦

可来源 〕
1

车间沉积尘的二次污染
.

据定点采样分析结

果
,

空气镍平均浓度为。 .

。。 7 3m g / m
, ( n = 10 3)

,

波

动范围 。 .

0 0 0 6~ o
.

0 4 0 7m g / m
3 。

据个体采样
,

工 人

平均接触浓度为 0
.

0 0 2 1 1119 /m 3 (性 = 37 )
。

炉前工岗位

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为 O
.

O0 7 9m g / m
3 .

机修分厂空

气镍平均浓度为 o
.

o o 3 1m g / m
3
(n

= 3 ) ,

该炼钢厂厂

部院内空气镍平均浓度为 。 . 。。 o Zm g /m
3 (n

= 4 )
。

2
.

2 尿液
、

头发中镍含量

剔除处于失控状态以及某些项 日不全的样品
,

共

获得 3 7组个体采样空气镍
、

尿镍
、

发 镍等齐全的数据

(见表 1 )
。

表 1 中 2 2
一

号发镍未检出
,

用位次估计法求出其估

计值为 。 .

04
。

对班前尿镍
,

班后尿镍
、

发镍和空气镍

的数据
,

用概率图法进行 了止态性检验
,

经对效转换

后这四组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
。

表 2 表明
,

工人镍接触水平相当低
,

但尿镍
、

发

镍与空气镍均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

班前尿镍与空气镍

r = 0
.

33 8 ( P < 0
.

0 5 ) , 斑 后尿镍与空气镍 犷 = 0
.

4 9 6

( P < 0
.

0 2 ) ,发镍与空气镍 r = 0
.

3 5 1 ( P < 0
.

0 5 )
。

为了进一步检验尿镍
、

发镍与空气镍 ( x 3 )间的相

关性
,

及作业工龄 (x l)
、

吸烟 (x 幻 等因素的影响
,

又

以尿镍 (班前尿镍x 4 、

斑后尿镍 x s )
、

发镍 ( x 6) 为因变

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分析中显著水平定为 0
.

2)
。

结果

为 x 一 = 1
.

65 9 x 3 + 6
.

7 5 8 x 2 + ]
.

5 98
,

x : =
3

。

3 38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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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x 2 5 G z一 0
.

8 8
,
x 一 = o

.

2 5 1 x 3 一 0
.

0 9
。

结果亦提示

尿镍
、

发镍含量均与空气镍浓度相关
,

与接镍作业工

龄无关
。

不同的是
,

吸烟被引进以尿镍为因变童的标

准回归方程
,

似乎吸烟也会对尿镍含量产生影响
。

表 1 3 7名工人的接镍水平与尿镍
、

发镍含量

年 龄 工 淤 尿 . 含 t 《拌g / g 肌阶 ) 发件含里

编 号 (岁 )
( 月 ) 吸烟 班 前尿 班后 尿

9
.

1

2
.

7

9
.

2

9
.

5

7
.

0

1 1
.

7

1
.

5

2 2
.

9

4
.

7

2 1
.

8

忍 9
.

5

5
.

2

6
.

8

5
.

0

3
.

7

1 8
.

4

10
.

0

5
.

2

1 7
.

6

1
.

2

2
.

7

3
.

8

6
.

3

4
.

4

5
.

9

(拼 g / g )

0
.

3 4

0
.

3 6

0
.

9 毛

空 气辣浓 度

( “ g /m 3 )

0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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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有文献报告某镍矿冶炼厂的调查结果
,

认为尿镍

浓度与空气镍接触水平有相关趋势
,

发镍与空气镍接

触水平关系不大 , 两者与接镍作业时问
、

是 否吸烟无

明显关系
。

该报告
`
1
,

工人空气镍接触水平为 0
.

00 3 1一

1
.

2 7 6 0 I n g /m 3 。

在含镍合金钢冶炼生产中
,

工人接触的主要是镍

及 其氧化物烟尘
,

属难溶性镍化合物
。

本研究中工人

接触的镍浓度
,

定点采样结果平均为 o
.

O0 7 3m g /m
, ,

最高不过数 卜 产g /m 3 ;

个 体 采样结果的浓度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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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 7 3名工人尿镍
、

发镍
、

空气镍均值

范 围 均数 士标准差 几何均数 士标 准差

尿锌含量印g /g 肌醉 )

班前尿

班后尿

发裸含且 (“g /g )

空 气镍浓度 (拌g / m3)

1
.

1 ~2 9
.

5

2
.

3 ~4 0
.

5

未检 出 ~3
.

02

0
。

7 7 ~7
。

5 8

8
.

8土7
.

0

7
.

8士7
.

1

0
.

4 3士 0
.

5 5

2
.

06 土 1
.

4 1

5 士2
.

3

2 士 1
.

9

2 8士2
.

2 4

2 7 士 1
_

7 8

0
.

77 一7
.

5 8拼g / m
, ,

远低于文献报告的接镍水平
.

结

果表明
,

不论班前或班后尿镍与空气镍接触水平都有

相关关系
。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 以认为
,

接触浓度在

数 # g力n ’
一 l m g / m ,范围内的难溶性镍化合物

,

尿镍

含量与空气镍接触水平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

镍作业

工龄对尿镍
、

发镍没有作用
。

吸烟的影响不 同于文献

的报告结果
,

这可能是空气镍接触水平低
,

容易受到

吸 烟的影响
。

至于在回归方程中吸烟对尿镍的贡献较

大的原因
,

本研究还无法做出更完美 的解释
。

综上所述
,

对于接触难溶性镍化合物的作业
,

尿

镍含量可以考虑 用作
声

l毛物 监测 指标
.

并可在空气镍较

大浓度范围内适 明
:
对于接 触 派浓度的作业

,

吸烟对

尿镍含员的影响应 给予应 仃的重视
。

木尘对作业工人肺部影响的调查
’

一

化京市劳动卫生 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1 00 0 2 0) 唐德 环 刘慕珍

木尘对生产工人的危害已逐渐被人们重视
.

近年

来
,

国内外学者陆续开展 了木尘引起的肺部疾患 的调

查
。

我们于 1 98 5年至今
,

对北京市木材厂接尘工人进

行了调查
,

本文仅从 胸片 X 线表现 及肺通气功能测定

两方面探讨木尘对作业工人肺部的影响
,

旨在为修 i]’

木尘卫生标准
,

制订诊断标准提供依据
,

为今后进一

步开展调查研究打下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一

般情况

本次调 查的北京市木材厂系国营企 业
,

1 9 5 2年山

儿家小厂 合建而成
,

现有职工 3 2 0 0余人
,

上要产品丫J
.

家具
、

纤维板
、

胶合板
、

刨花板
、

军工箱等
,

所用木

材有红松
、

白松
、

曲柳
、

锻木等
,

全厂分 制 材
、

家

具
、

胶合板
、

刨花板
、

纤维板
、

2 01 (军工箱 ) 几个

车间
,

生产工艺流程以锯
、

刨为主
。

1
.

2 调 查对象及项目

1
.

2
.

1 对制材
、

家具
、

2 01 (军工箱 )
、

刨花板
、

胶

合板
、

活动房几个车间 379 名工人 (男 2盯 人
,

女 88

人 ) 拍摄 X线胸片
。

接尘工龄最长 40 年
,

最 短 1 年
,

年龄最大 60 岁
,

最小 18 岁
。

1
.

2
.

2 对以上几个车间的 2 2 7名工人 (男 1 9 9人
,

女 2尽

人 ) 进行肺通气功能测定
,

年龄 18 ~ 60 岁
,

工龄 0
.

5

一 40 年
。

男工吸烟者 150 人
,

占 6 6
.

1%
,

女工均不吸

烟
.

采 J「1日本产 S T 一 90 塑小塑肺功能仪
,

山 专人测

定
,

母人至少测 2 次
,

选最佳图形为测定结果
,

测定

项 目有
:
肺 活量 (V C )

,

用力肺活量 ( F V C )
,

一秒用力

呼气容积 ( F E V I
.

0)
, 、 一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

比值 (F E V :
·

0/ F V C % )
,

最大呼气中期流速 (MM )F
,

最大呼气量 ( P E F R , F E F 2 5 、 5 0 、 7 5 )
。

1
。

2
。

3 生产现场粉尘浓度测定

结果见表 1
。

从表 1 可看出
,

制材车间及 刨花板车间部分采样

点超过国家标准 (现行标准为 s r l l g / m
3 )

。

2 结果与讨论

2
.

I X 线胸片改变

共拍摄X线胸片37 。张
,

按 198 6年尘肺诊断标准
,

经集体阅片
,

结果检出异常胸片 1 22 例
,

占受检人数

的 3 2
.

2%
,

其中诊断为 O
+

白勺7 6例 占 2 0
.

1%
,

1 22 例异

常胸片X 线表现包括
:
肺纹理增多紊乱

,

可见不规则

小阴影 ( t / s)
,

有 6 例胸片在不规则阴影的背景上可

见少量类圆形小阴影 (见表 2 )
。

1 22 例异常胸片与工龄
、

年龄关系的分析见表 3
、

表 4
。

由表 3
、

4可看出
,

胸 片异常率随年龄及工龄的增

加而增大
,

说明接尘时间长
,

肺部损伤相对严重
。

2
.

2 肺通气功能的改变 结果见 表 5
。

.

本文为 1 99 3年 J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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