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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4 1地 (市
、

州 )化工厂毒物危害调查

四川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6 0 0 1至 l )

王 林 康忠玉 衷 涛 张万友 黄 炜

为了全面 了解我省化工生产中毒物危害状况
,

明

确我省今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

探索减轻职业危

害
,

加强职业卫生服务和管理的办法
,

1 9 9 2年 5 月至

10 月
,

对全省 1理个地 (
一

市
、

州 ) 进行 了化工厂毒物危

害情况调查
。

结果如下
。

1 内容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县和县 以上国营化工厂为本次 调 查

对象
。

1
.

2 调查内容 包括工厂的生产年限
、

生产规模
、

产

品种类
、

毒物种类
、

接触人数
、

防护措施及
“

三废
”

处理排放等 , 1 9 8 6一 1 9 9 1年间接毒工人体检及毒物监

测情况 , 累计发生职业病人数 , 急性中毒 发 生 例 数

等
。

1
.

3 调查方法 由四川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 研 究

所拟订调查表及填表说明
,

负责技术指导
、

现场考核和

分析整理全省资料
。

各地 (市
、

州 ) 防疫站部署填表

和表格 的审核验收
动

2 润奋结-

2
.

1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 1 4个地 (市
、

州 ) 2 1 1 个化工厂
。

其
`

l
, 1 0 0 0人以上的工厂 3 2个

,
5 0 0 ~ 1 0 0 0人的 6 1个

,
5 0 0

人以下的 1 21 个
。

职工总数 1 4 7 3 3 3 人
,

生产工人数

1 0 1 2 9 4 人
,

占职工总数的 68
.

75 %
,

其中女工 3 59 弱

人
, ;
片3 5

.

5 0 乡̀
,
接毒工人 6 0 5 0 4人

, , I f生产工人数的

5 9
.

7 3 %
,

其中女工 1 9 3 8 6人
, ,企犷3 2

.

0砚%
。

各工厂均

有工程防护和个人防护措施
,

大多数厂对
“

三废
”

进

行了处理
。

近 5 年
,

57 % 的 工 厂 进行过毒物浓度监

测
,

64 % 的工厂进行过职业体检
。

2 14 个工 厂中
,

生产化肥的工厂 78 个
,

主 要接触

苯系物
、

铅
、

锰
、

汞
、

三硝基甲苯 ( T N T ) 和 黄碑等

毒物的有 90 个工厂
,

接触有毒气体及酸 (雾 ) 的有 5 3

个厂
。

2
.

2 化肥生产厂 的职业危害

化肥主要包括氮肥
、

磷肥和复合礴肥
。

本次调查

50 个氮肥厂
,

有接毒工人 1 0 8 3 0人
。

主要职业危害是

C O
、

N H 3 和 H ZS
,

监侧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17
.

55
,

30
. 3 5和 2 3

,
0 5二 g / m , ,

其中 N H : 和 H : S 分别超

标 0
.

0 1和 0
.

3倍
。

累计 C O
、

N H 3 和 H Z S 中毒分别

为 2 3 5
、

2 2和 6 人次
,

死亡分别为 8
、

l 和 1人
。

1 9个

磷肥 (复合磷肥 )厂 有接毒工人 3 8 3 6人
。

主要职业危害

是氟化物和 5 0 2 ,

监测 的平均浓度分 别 为 3
.

70 和

4
.

83 m g / rtI 3 ,

其中氟化物超标 2
.

7倍
。

磷肥厂累计发

生 C O 中毒 ?l 人次
,

死亡 5 人
。

慢性氟中毒 19 人

( 0
.

5 0对 )
,

观察对象 4 0人 ( 1
.

0 4 % )
。

2
.

3 主要工业毒物的职业危害

苯
、

铅
、

锰
、

汞
、

T N T 和黄磷的接触人数分别

为 2 2 c s
,

7` 2
,

6 5峨
,

1 5 9
,

1 1 1 7和 6吐5人
。

监测的平均浓度

分别为 4 9
.

4 8
,

0
.

1 0 2 7
,

0
.

7 6 2 4
,

0
.

0 0 2
,

0
.

99 5 4 和

1
.

14 6m g / m
3 ,

其中苯
、

铅
、

锰和黄磷分别超标。
.

24
,

2
.

42
,

2
.

81 和 37
.

20 倍
,

T N T 的平均浓度接近国家

卫生标准
.

累计职业病人数分别为 4 (0
.

18 % )
、

O
、

1 ( 0
.

1 5 % )
、

0
、

7 6 ( 6
.

8 0 % )和 3 ( 0
.

4 7 % )人
,

观察对

象分别为 2 0 ( 0
.

4 ` % )
,

5 ( 0
.

6 7 % )
,

3 6 ( 5
.

2 6 % )
,

5

( 2
.

6 5 % )
,

1 7 ( 1
.

5 2 % )和 1 7 ( 2
.

6 3 % )人
。

苯
、

T N T 和

黄礴分别发生急性中毒 3
、

13 和 2 人次
.

2
.

4 刺激性气体 (或酸雾 ) 的职 业危害

氯气
、

氨
、

硫化氢
、

H CI 和 t H : 5 0 . ( 5 0 3 ) 的

作业工 人数分别为 6 4
,

2 0 5 4
,

2遭9
,

2 6 0和 6 5 1人
,

监测

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0
.

7 G9 3
,

1 4
.

4 3 6 8
,

1
.

25 0
,

2 3
.

40 和

3
.

6 9 g m g / m ’ ,

其中 H Q 和 5 0 3 超标 0
.

5 6和 0
.

5 5

倍
.

氯气
、

氨
、

硫化氢和 5 0 3 分别累计发生急性中

毒 28
,

46
,

10 和 3 人次
,

其中靓气
、

氨和 5 0 3 中毒

分别死亡 1
,

6 和 2 人
。

3 讨论

本次县属 以上 国有化工厂毒物危害调查为一次摸

底调查
。

从调查结果看
,

我省化工厂毒物危 害 较 严

重 ,
一

主要有下面几个特点
。

3
.

1 急性中毒发生较多
。

C O 中毒发生的工厂数和人

次最多
,

其次是 N H ,
、

H Z S 和氯气
,

均有中毒死亡

发生
。

3
.

2 毒物的平均浓度超标严重
。

化肥厂 中的N H , 、

H Z S

和氛化物以及苯
、

锰
、

铅
、

黄磷
、

H Q 和 5 0 3 的平

均浓度均超过了国家卫生标准 (0
.

01 一 3 7
.

2 0 倍 )
。

T N T 的平均浓度接近国家卫生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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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累计氟化物
、

苯
、

铅
、

锰
、

汞
、

T N T 和黄磷慢

性中毒病例共10 3例 (患病率为 1
.

09 % )
,

累计观察

对象 1 3 0例 ( 1
.

3 7 % )
。

3
.

4 我省尚有约 l / 3 的化工厂从未进行过毒物浓度的

监测和职业体检
,

这同经济条件有关
。

1 0 5

根据上述特点
,

建议我省今后应加强劳动卫生法

制化管理 ; 积极进行尘毒治理
,

力求将尘毒浓度降至

国家卫生标准以下 , 加强对工人的职业安全教育
,

减

少中毒事故的发生 , 重视对个体防护品的开发利用
。

纺织噪声对女工生殖机能的影响

姜其德
’
刘国新

,

姜 健
,

张娟英
’

为了研究探讨纺织噪声对女工 生殖机能的影响
,

以期为女工健康监护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淄博第二

棉纺厂织布和细纱车间女工进行了调查
,

结果如下
。

1 对像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接触噪声强度 10 2一 10 4
.

5 d B ( A ) 的

织布车间
,

工龄一年以上女工 94 名为观察 1 组 ; 噪声

强度 90 一 94 d B ( A ) 的细纱车间
,

工龄一年以上女工

9 8名为观察 2 组 , 噪声强度 60 ~ 65 d B ( A ) 的准备车

间
,

工龄一年以上女工 99 名为对照组
。

三组女工均仃

婚姻史
,

其平均工龄和平均年龄均无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5 )
。

1
.

2 方法 按统一制定的调查 表
,

深入现场对女工进

行回顾性调查
。

其中痛经
、

妊娠高血压综合症
、

妊娠

恶阻
、

自然 流产
、

难产
、

死胎等需有医院证明
,

诊断

标准以郑怀美主编 《妇产科学》 为依据 (高校教材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1 9 9 3年 9 月
.

第三版 )
。

噪声强度

测定
,

使用校正后 N D : 型精密声级计
。

2 结果

2
.

1 月经变化情况 见下 表
。

观察组与对照组月经变化比较

检查凡数 异常人数 异常 率%
周期异常 经期异常 经血异常 痛经

例数 例数 例数 例数

观察 1 组

观察 2 组

对 照 组

6 7
.

0 2二八

5 3
.

0 6

4 3
_

4 3

3 7

3 0

2 1

3 9
.

36二

3 0
.

6 1

2 1
.

2 1

2 5

10

1 4

2压
.

5 9 .

16
.

3 2

1 4
_

14

3 4

1 7

1 8

3 6
.

1 7二舀山

1 7
。

3 5

1 8
.

1 8

3 8 4 0
.

2 7 2 7
。

1 9 1 9
.

%

4 2

…
5 5

1 9

3,.3
亡U.0咨qJ住。00ōn心O口OU

观 察 1 组 与对照组 比较
, .

P < 0
.

0 5
, * . P < 0

.

01 , 观察 1 组与观察 2 组比 较八 P < 0
.

05
, ` 八 P < 0

.

0 1

2
.

2 妊娠结局 情 况 其 中难 产 发生率观察 1 组 为

9
.

41 %
,

对 照组为 2
.

20 %
,

两组 比较有显著 性 差 异

( P < 。 .

05 ) ; 妊娠恶阻发生率观察 1 组为 21
.

17 %
,

观

察 2组为 6
.

50 %
,

对照组为 5
.

50 %
,

观察 1组与对照组

和观察 2 组 比较 rJ’ 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2
.

3 婴儿出生体重和喂养方式 婴儿出生体重观察 1

组为 3 1 5 0 土 4 8 8 (克 )
,

观察 2 组为 3 1 6 1 士 4 7 1 (克 )
,

对照组为 31 6 5 士 4 5 2 (克 )
,

组间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喂 养方式 (排除人为因素 )
,

其
`
卜人工喂养观察 1 组

为 2 8
。

7 5 %
,

对照组为 1连
.

8 1 %
,

二者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 ( P < 0
.

0 5 )
。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观察 l 组月经异常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 ( P < o
.

o x ) 和观察 2 组 一P < 0
.

0 5 ) ,

其中

月经周期
、

经期
、

经血异常和痛经发生率
,

也显著高

于对照组 ( P < 0
.

0 1 )
,

经 血异常和痛经 显著高于观察

2 组 (分别为 P < 0
.

0 1
,

P < O
。

0 5) ; 难产和妊娠恶

阻发生率显著高于对 照 组 (分 别 为 P < 。 .

05
,

P <

0
.

0 1 )
,

妊娠恶阻高于观察 2组 ( P < 。 .

0 1 ) ; 人工喂养婴

儿百分 比
,

观察 1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

上述

结果与有关文献报道基本 一致
。

以上结果说明
,

接触

高强度噪声的织布车间
,

对女工生殖机能 有 一 定 影

响
,

建议加强该车间噪声治理和女工保健措施
。

1
.

山东省描博第二卫生学 校 ( 2 5 5 0 1 5)

2
.

淄博第二棉纺厂 医院

3
.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