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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油毡组禾以寸照组外周静脉血淋巴细胞微核率检测

结果

从表2 可着出油毡组与对照组微核检 测 结 果 比

较
,

两组有非常显著差异
。

表 2 油毡组与对照组微核率比较

组 别 检查人数 观察细胞 数 微 核数 (个 ) 微 核率 ( % ) X 士 S D

油毡 组

制毡 工

熔油工

化验工

辅助工

对照组

C 7

卫7

1 2

1 3

1 5

6 7 0 0 0

2 7 0 00

1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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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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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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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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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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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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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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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士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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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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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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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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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毡工有非常显著差异
,

熔油工和化验工有明显

差异
,

辅助工未见明显差异
。

2
.

3 油毡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的接触工龄分布结

果

接触沥青烟油毡组接触工龄年限分布统计淋巴细

胞微核率比较
,

可以看出随接触工龄延长
,

微核率有

增高的趋势
。

但各工龄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

3 讨论

在我国防水卷材 〔油毡 ) 生产中
,

需用大量石油

沥青进行加热
、

熔化 (氧化 )
、

浸渍和涂盖时
,

产生

大量沥青烟
。

关于 沥青烟的职业危害
,

国 内外 有 关

沥青致癌作用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
,

接触沥青

作业油毡工人肺癌死亡显著超出对照人群
。

国内有人

对沥青接触者进行细胞遗传学效应研究表明
,

染色体

畸变率和微核率
,

与非接触者有非常显著差异
。

本研

究采用外周静脉血淋巴细胞微核测定法
,

研究了石油

沥青烟对作业女工的遗传毒性影响
,

结果表明
,

长期

接触石油沥青烟的油毡工人外周静脉血淋巴细胞微核

检出率明显高于 非接触者
,

并认为油毡工微核率与接

触沥青烟浓度之间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外周静脉血淋

巴细胞微核率可作为遗传物质损伤的一个辅助指标
,

评价毒物的遗传因素
,

提出预防措施
,

为我国制定油

毡行业石油沥青烟卫生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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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江省劳动 卫生职 业病研究所候主任
,

齐 齐哈尔

市职防所 沈革
、

刘 喜林等
,

一 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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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石墨矿粉尘接触剂量与发病关系的研究

山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2 50 0 0 1) 于锡 山 王 瑞 张维德 吴 捷 李在峰

山东省南墅石墨矿 陈国新 张仁 国 赵祥发

莱西市卫生防疫站 张鹤程

本文用以往动态观察资料
,

采用剂量患病率寿命 按年份
、

车间
、

工种计算出几何均数浓度 ; 其次参照

表直线相关 回归 法
,

进行分析整理
,

探讨某石撰矿矽 艺 C IT i 公式 〔张照寰
.

粉尘接触 量与发病关系统计方

肺病发生发展规律
,

预测矽肺发病趋势
,

旨在对矽肺 法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1 9 8理; 1 8 ( 1 ) : 7〕
,

工人工作

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年限和所在车间工种粉尘浓度
,

计算累积接尘剂量
,

1 内容与方法 尘肺病人计算到 I 期尘肺诊断时间 , 最后用剂量患病

1
.

1 粉尘资料 选自该矿医院
,

安全科 1 9 6 2年以后历 率寿命表法计算假设条件下的粉尘容许浓度建议值
、

年测尘记录 ; 粉尘浓度测定采用滤膜重量法
,

粉尘中 预期发病剂量
。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分析
,

用焦磷酸重 量法测得
。

2 结果

1
.

2 调查对象 选择 1 9 5 8年 7 月至 1 9 9 0年 12 月底前入 2
.

1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 本次共收集到: 2 08 个粉尘样

矿
,

在本矿单纯接触矽尘一年以上
,

具有系列健康查 品
,

最高浓度 17 4 m g / m
3 ,

最低浓度 0
.

s rn g /m
3 ,

体资料及 X 线胸片的工人
。

儿何均数浓度 1 2
.

5 2 m g / m
3 ,

合格样品 27 个
,

合格率

1
.

3 尘肺诊断 矽肺患者均经市尘肺诊断组确诊
。

为 1 2
.

9 8 %
。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为 6
.

21 %
。

飞
.

4 方法步骤 首先根据记录的历年粉尘监测资料
,

2
.

2 矽尘接触剂量与累积患病机率 在 5 48 名接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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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
,

确诊 11 例尘肺病人
,

总患病率为 2
.

01 %
。

尘肺

发病机率有随接尘剂量增加而呈上升趋势
。

接尘剂量

与累积患病机 率 之 间 呈 正 相 关
, r = 0

.

9刊了 ( P (

0
.

0 0 1)
,

直 线 相 关 回 归 方 程 式 为 护
= 0

.

0 9 9 4 十

。
.

5 5 4 4 hi D (见表 1 )
。

据此方程式可推算出任一浓

1 4 7

度时的矽肺患病率
,

或任一患病率时的粉尘浓度
,

假

设接尘工人患病率控制在 0
.

5写
、

1 %
,

连续接尘年限

为 1 0年
、

2 0年等时
,

推算出车间空气中矽尘容许浓度

建议值 (见表 2 )
。

裹 1

接尘荆盈
( D )

接触矽尘剂量累积患病机率

思病率 累积思 病机率
累积观察人数 患病人 数 到期人数 校正观察人 数

(% ) ( % )

校正 泉积 思病机率 ( % )

沪八、

P = 0
.

0 9 9 4 + 0
.

5 5 4 4I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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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几,二,工,止n介OJ自,几1工1̀O~

5 0 ~

10 0 ~

15 0 ~

2 0 0~

2 5 0 ~

3 0 0 ~

3 5 0 ~

4 0 0 ~

5 4 8

3 9 Q

3 26

2 8 1

2 1 1

17 5

12 8

8 9

2 9

46 9
.

5

3 8 5
.

5

30 4
.

0

2 4 6
.

0

1 9 4
.

5

1 5 2
.

5

1 0 9
。

0

5 9
.

5

1 5
.

0

0
.

2 1 3 0

0
.

2 7 8 9

0
.

32 8 9

Q
.

0 0 0 0

1
.

5 4 2 4

1
.

3 1 1 5

0
.

9 1 7 4

1
.

6 8 0 7

6
.

6 6 6 7

0
.

2 1 3 0

0
.

4 9 1 3

0
.

8 1 86

0
.

8 1e6

2
.

3 4 8 4

3
.

6 2 9 1

4
.

5 1 3 2

6
.

1 1 80

12
.

3 7 6 8

0
.

0 9 8 6

0
.

C 0 93

1
.

3 0 8 3

2
.

0 8 1 7

2
.

8 8 56

3
.

7 00 0

4
.

5 12 4

5
.

3 1 85

6 1 13 4

裹 2 矽尘容许浓度建议值 ( m g / m , )

控制 患病率
( % )

连 续 接 尘 年 限
1 0 2 0 2 5 3 0 3 5

0
.

5 6
.

6 2 3
.

3 1 2
.

6 5 2
.

2 1 1
.

8 9

1 1 0
.

3 9 5
.

1 9 4
.

16 3
.

4 6 2
.

9 7

2
.

3 预测矽肺发病趋势 在计算接尘剂量与累积患病 病接尘剂量 (见表 3 )
。

机率的基础上
,

用寿命表法推算预期尚健康人数和发

表 3 接尘剂量累积患病机率寿命表法预测矽肺发病趋势

接 尘荆量 ( m g y ear
) 校正累积患病机率 ( % ) 预期尚存健康人数 病人数 累积健康人爱值 顶期友捅技 尘别盘

( m g y印 r )

7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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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6 9 9 9 0

57 76 7 8 0

5 2 9 1 9 30

4 8 1 9 1 05

4 3 6 1 8 3 0

3 9 2 3 3 0 5

3 5 06 30 5 .

10以300477朽059656

,
古nó勺̀n自J任月叹通
.

0
.

0 9 86

0
.

6 0 9 3

1
.

3 0 8 3

2
.

0 8 1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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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极限荆量

由表 3 可见
:
在 1 9 5 8年至 1 9 9 0年观察期间粉尘浓

度下
。

0 ~ 剂 量 组 患 病 机 率 为 0
.

0 9 8 6
,

3 5 0 ~ 组

5
.

3 1 8 5肠
。

若同龄
、

同时参加粉尘作业 1 0 0 0 0 名健康

工人
,

累积接尘量达 4 0 0即留
e a r 时

,

有 1 8 0 0余名工

人因接尘而患上矽肺病
,

丧失劳动能力
。

这批工 人经

过 0 ~ 组后
,

预期再接尘 7 27 m gy
e a r 而发病

。

3 讨论

3门 该矿所用混合原料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6
。

21 %
,

矽尘平均浓度 1 2
.

52 m g / m 3 。

本次调查 n 例尘肺病

人 中
,

1 9 6 2年前接尘 10 例
,

19 78年接尘 l 例
,

因而说

明该矿矽肺病主要发生于早期接触高浓度粉尘作业工

人中
,

今后应重点保护这批工人的身体健康
。

3
.

2 应 用剂量反应关系回归方程
,

求得连续接尘年限

3 0年
、

患病率 1 %时
,

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建议值为

3
.

46 m g / m ’ 。

而该矿历年粉尘几何均数浓度为 1 2
.

52

m g/ m
3 ,

若在此浓度下
,

连续工作 30 年
,

矽肺患病

率为5
.

43 %
。

故提示该矿应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

降

低粉尘浓度
,

减少矽肺病的发生
,
保护好 劳动 生 产

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