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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报告
·

涤纶生产工人肝
、

肾功能影响的调查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 2 1 1 9 0 0 ) 才色金敏 顾立 铭

涤纶纤维生 产在国内外 已成为量大面广的行业之 1
.

2 方法

一
,

其主要生产性毒物有
:

原料精对苯二甲酸 ( P T A )
、

肝功能检验指标
: ( 1 )血清甘胆酸 ( C G ) 用放射

乙二醇 ( E G )和载热体联苯
一
联苯醚 ( D O W )

。

据文献报 免疫法
,

中国原子能研 究 院 药 盒
,

正 常 值 上 限 (

道这三种化学物为低毒类物质
,

其中P T A
、

E G 具有 2 63 拼g / dl , ( 2 )碱性磷酸酶 ( A K P )用 比色法
,

正常上

肾毒性
,

而 D O W对肝肾功能都有
·

定的影响
。

为此
,

限值 ( 9 4 U ; ( 3 ) L 一下一谷氨酞基转肤酶 (? 一 G T )
,

用

本文对涤纶生产工人的肝肾功能进行了观察分析
,

以 比色法
,

正常上限值 ( 40 U ; ( 4 )谷 丙转氮酶 (S G P )T

期对涤纶生产 的职业危害问题
,

提供
一
定的依据

。

用自动生化仪
,
正常上 限值簇 40 U

。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肾功能检验指标
: ( l )刀: ~

微球蛋 白 (刀2 ~

M G )用

1
.

1 调查对象 放射免疫法
,

山东潍坊 3 V 公司试剂盒
,

正常上限值

以某化纤公司三个涤纶厂的聚醋
、

前纺车间的操 簇 3
.

5 5召g / m卜 ( 2 )尿溶菌酶用扩散法 ; ( 3 )尿草酸

作工 6 51 人为接触组 (受检率 95 % ) ,

其中男 4 91 人
,

钙结晶检查
。

女 1 60 人
,

平均年龄 2 4
.

4岁
,

平均工龄 5 年
,

这些工 2 结果

人在操作中同时接触上述三种毒物
。

车间空气中毒物 2
.

1 肝功能变化情况

浓度
: P T A o

.

02 一 3
.

82 m g /m
3 ,

平 均 0
.

40 4 1 11名/ m
3 ; 在检查的四项指标中

, C G
、

A K P异常率接触组

E G < Zm g /m
3 ; D O W o

.

ol ~ 6
.

6 3 m g / m
3 ,

平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
,

C G 的含量接触组也显著高于对照

1
.

g l6 m g / m
3 。

对照组为该公司热电厂
、

运输公司不 组 (两组的平均值各为 19 1
.

“ “ g /id 和 1 4 7
.

59 拌g / dJ
,

接触任何毒物的青工 1 35 人
,

其 性 别 比例
、

平均年龄 u = 3
.

83
,

P < 0
.

0 1) ,

但卜G T和 S G P r 两组 间无显著

和 平均工龄与接触组相似
。

差别 (见表 1 )
。

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四项肝功指标异常率比较

检查 C G

人 数 异常人数 %

A K P 下
一

G T S G I
, I

,

异常人数 % 异常人数 % 异常人 数 %

接触组

对照组

X 2

P

6 5 1

1 3 5

1 2 2 1 8
。

7 4

5 3
。

7 0

1 8
。

6 6

< 0
。

0 1

3 8 5
。

8 3

0

8
。

2 8

( 0
。

0 1

15 2
。

3 0

1 0
。

7 4

1
。

3 7

> 0
。

0 5

1 7 2
。

6 1

0 0

3
。

6 0

> 0
。

0 5

2
.

2 肾功能变化情况

在检查的三项指检中
,

表 2

尿溶菌酶和尿草酸钙结品

都为阴性
,

刀2一
M G 含量接触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 (见

表 2 )
。

接触组与对照组刀2一
M G含量 比较

观察人数 平均值 (拌g /而 ) 标准差 (拌g / m l )

接触组

对 照组

6 5 1

1 3 5

2
。

3 9 6 7

2
。

1 5 7 4

0
。

4 6 4 5

< 6
。

0 1

0
。

6 2 3 5

3 讨论

P T A 主要以粉末形式存在
。

动物经口 摄入 P T A

可引起肾炎
、

肾萎缩的病理改变
。

国内有 人 对 接 触

高浓度P T A (2
.

3一 8 3m g / m 3 ) 的职业人群观察发现
,

可引起 以尿刀: 一

M G 升高为主 要 表现的肾权害
。

乙二

醇为粘稠液体
,

对人休的毒性主要由其代 谢 产 物 乙

醇醛
、

乙醇酸
、

乙醛酸等引起
,

可产生肾近曲小管损

伤
,

主要表现为尿中低分子蛋白和尿酶的活性增高
.

联苯
一
联苯醚是 2 6

.

5 %联苯和 7 3
.

5 %联苯醚的液体混

台物 (又名导生 A )
,

l , 73年国外有人报道
,

接 触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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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生严重的中毒性肝损害
, 1 9 8 9年国内有人也报道

,

接触工人血清 C G 浓度明显增高
,

提示有肝损害的表

现
。

本文观察的接触组工人受到上述三种毒物的联合

作用
,

虽接触浓度较低
,

但也 已显示有肝
、

肾功能的

变化
,

与上述报道基本一致
。

对于长期接触上述三种毒物所致的肝
、

肾损害
,

传统的肝
、

肾功能检查指标还不够理想
。

近期国内研

究提示
,

血清甘胆酸
、

血清低分子蛋白
、

尿酶及尿低

分子蛋白
,

是检测早期职业性肝
、

肾损害的最敏感指

标
。

D O W 可致肝细胞受损
,

胆汁滞留
,

引起胆酸代

谢或循环紊乱
,

是血清 C G浓度升高的原因
。

P T A 与

E G 可破坏肾小管线粒体和溶酶体等膜性结构
,

引起

细胞内酶大量释放及肾小管重吸收功能障碍
,

产生了

1 5 9

酶尿及低分子蛋白尿
。

P T A 还可引起肾退行性变
,

因此肾小球滤过的功能也受影响
,

此时
,

在正常情况

下几乎全部由肾小球滤过的刀2一
M G 滞留于血清中

,

血清刀2一 M G就会升高
。

按目前国家卫生标准E G 的 M A C为 20 m g / m 3 ;

D O W的M A C为 7m g / m 3 ; P T A 的标准还未制订
,

参

考 1 9 8 0年原西德吉玛公司的标准 T W A为 s m g / m
3 。

本文调查结果
,

三种毒物的现场浓度都低于上述标准

(共存时联合浓度 指 数 为
:

2 / 20 + 1
.

9 7/ + 。
.

4 / 8 二

0
.

42 < 1 )
,

但对接触者的肝
、

肾功能 己产生 了一定的

影响
,

因此作者认为似有考虑重新修订相应国家卫生

标准的必要
。

水泥厂主体工种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调查与研究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 3 0。。6) 汪 伟清 刘国珍 白继增 焦宏远

为了摸清水泥生产过程中不同工种体力劳动强度 进行了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状况
,

建立健全合理的劳动定员定额和劳 动 组 织 制 1 润查对象与方法

度
,

同时为了进一步开展水泥生产中工效学
,

改善作 1
.

1 调查对象 选自水泥生产中 20 个主体工种3 84 名

业环境的劳动条件
,

预防职业有关疾病的发生
,

为工 生产作业工人
,

其中男性 2 72 人
、

女性 n Z人
。

年龄
、

资制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

对我局某水泥厂主体工种 身高
、

体重等生理参数见表 1
。

窦 1 3 8 4名被调查对象主要生理参数

男 性 女 性

项 目

一 一
X 士 S 范 围 X 士 S 范 围

年 龄 2 5
。

9士 3
。

6 1 8~ 4 Q 2 7
。

9士 4
。

9 1 9~ 4 2

身 高 1 6 9
。

9 士 4
。

5 15 9~ 1 8 3 1 5 7
。

4士 4
.

1 1 5 0~ 16 5

体 重 6 0
.

7 士 7
。

5 4 2~ 8 3 5 2
。

2 士 6
.

8 4 0~ 6 7

体表 面积 1
。

6 6 8 9土 O
。

1 14 1 1
.

4 93 3 ~ 1
。

9 6 5 2 1
。

4 9 2 7士 0
。

1 0 3 5 1
.

28 0 0~ 1
.

6 0 8 7

1
.

2 调查方法

1
.

2
。

1 仪器
:
肺通气量测定使用武汉冶金安全 环 保

研究院生产的Y A
一

2
一 P t 肺通气量仪

、

温湿度测定使

用 r 旺刃班
一

2 型通风干湿度计
、

身高体重测量使用上海

生产的R T Z
一

12 O A 型身高体重计
,

使用前由法定计

量部门校正
。

1
.

2
.

2 劳动时间率
:
从每个工种中随机选择 工 人 2

一 3 名并跟随记录其工作日内的各种不同劳动和休息

时间
,

连续记录 3 天取平均值
,

按下列公式计算该工

种的劳动时间率 ( T )
。

定时先测休息
、

后测活动
,

先测负荷小后测负荷大的

活动
。

然后按下列公式计算工作日平均能 量 代 谢 率

( M )
。

=M 塔灌篙黔旦

T = 净劳动时间

一个劳动日中工作总时间
x 1 0 0 %

1
.

2
。

3 肺通气量测定
:

采集工人劳动日内各单 项 活

动肺通气量
。

侮个单项动作采集样品不少于 10 个
。

测

1
.

2
.

4 劳动强度指数计算
:

按 G B 3 s 6 9一 5 3 ( 1 9 5 3 )公

式 工=
3 T + 7 M 计算劳动强度指数

,

并判定劳动强度

级别
。

2 结果

2
.

1 各工种单项活动平均能量代谢率结果 见表 2
。

2
.

3 各工种劳动时间率
、

工作日能量代谢 率
、

总 耗

能量
、

劳动强度指数与分级结果 见表 3
。

2
.

3 水泥主体工种体力劳动强度分级与造 船
、

冶 金

等工业结果比较 见表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