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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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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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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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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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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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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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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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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种单项活动平均能量代谢率 ( k C砚 /m ni
.

m
, )

工 种 交接班 清洗 清料 取 样
、

加喂 料 装袋
、

装车 看 管 巡检 加油
、

维修 杂活 坐休
、

站休 握运
、

化验

单仓泵

庄 千工

站 台装车

巧乏顶工

磨机工

包装工

破碎工

板涟工

选粉机工

收尘工

看火工

减速机工

篇冷机

提升机工

库底工

预热器工

喂料工

控制工

物检工

分析工

。

15 3 8 3
。

4 6 3 8

1
。

4 65 6

1
。

2 7 8 7

3
。

3 3 4 7

2
.

3 9 0 7

3
。

7 15 1

3
.

3 6 2 4

4
.

0 8 5 0 3
.

8 2 1 2

1
.

4 5 7 8

l
。

5 9 7 8

1
。

9 0 4 9 3
.

0 1二 8

〕
.

2 8 8 2

2
.

0 2 9 2

2
.

2 0 9 2

2
。

7 0 5 9

1
.

2 2 6 2

1
.

0 3 1 0

2
.

0 2 4 0

1
.

3 6 5 0

1
`

8 5 5 1

2
.

8 7 7 5

]
。

9 6 9 0

2
.

4 0 2 1

3
.

8 8 9 2

2
.

7 5 7 3

3
。 0 0 1 3

1
。

1 5 4 0

Q
。
8 3 9 8

1
.

4 9 7 0

1
.

1 7 5 1

1
。

8 2 1 6

1
.

4 4 Q6

1
。

2 7 5 8

2
.

Q9 1O

1
.

7 9 3 4

3
.

0 4 2 0

2
.

6 8 2 2

3
.

3 1 8 4

2
.

6 6 3 0

2 。
0 7 8 2

2
。

9 8 2 8

2
。

0 9 8 3

2
。
8 9 0 0

3
。

5 2 5 7

2
。

3 1 6 5

1
。

6 4 2 4

2
.

8 6 9 2

3
.

5 3 5 6

3
.

3了8 5

2
.

6 45 3

3
.

4 3 2 6

2
.

9 6 9 5

2
。
0 3 3 0

3
。

3 1 5 0

1 。 8 6 0 6

0
.

98 8 5

0
.

9 6 6 6

0
。

9 0 7 0

O
。

9 4 4 1

O
。

8 6 3 7

0
.

96 5 1

0
。

9 6 1 9

0
.

8 2 2 1

0
.

9 8 8 7

0
.

8 5 6 3

1
。

1 4 9 2

O
。

9 8 2 7

1
.

3 7 9 4

0
.

9 1 3 1

1
。

0 2了5

1
。

9 7 8 5

0
。

8 1 2 4

1
。

1 7 0 0

1
。

2 9 4 3

3。
0 5 Q0

2
。

58 5 0

2 。
5 9 5 2

2
。
0 3 1 3

2
。

7 1 6 0

1
。
9 5 6 0

3
,
26 06

3
。

6 8 5 9

3 。
0 7 1 5

2
。
9 9 6 7

l
。

1 7 3 4

2
.

4 3 4 4

2
。

6 05 4

O
。

95 4 2

0
.

7 8 6 4

0 。 9 1 8 8

0
。

8 5 43

0
。
99 6 8

0
。

8 5 2二

0
。
8 7 7 1

0
。
7 9 6 8

1
。

3 5 05

2
。

0 64 8

1
.

4 95 0

注
:

库顶工量库
:

2
.

` 。 s l k C a l八m i n
·

n 、 2 ) ; 看火工看火 : 2
.

5 4 7 o k C al (m i n
·

m
Z ) ,物检 工记 录 : i

.

z i o 4 k C a l八 m n
·

m Z )

表 3 各工种工作日能量代谢率与分级

日日日日一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劳动 时间率 平均能量 代谢率 劳 动强 劳动强
工 冲

( % ) ( k C a l / m i n
·

rn Z ) 度指数 度 分级

劳动 时间率 平 均能量代谢率 劳动强 劳动强
工种

( % ) ( k C a l / m i n .

m Z ) 度指数 度 分级

宙且百
.且

卜价,l

O。八甘啼00一口b工J

……
亡U.Q户0. .1月,00

ù
执ù书O00UOUó己

单 仓泵

皮带工

站 台装车

}乍顶工

磨机工

包装工

破碎工

板链工

选 粉孔 上

收尘 工

8 4
.

1

7 5
.

2

8 2
.

5

8 0
.

3

7 7
.

0

8 9
.

3

2
.

0 4 6 9

2
.

1 0 9 3

3
.

4 8 4 1

2
.

1 2 0 5

2
.

1 9 2 2

2
.

1 1 2 5

1
.

5 2 1 7

2
.

2 3 0 1

2
.

3 3 0 5

2
.

0 0 2 4

1 6
.

9 3

1 7
.

6 0

2 6
.

8 8

1 7
.

4 9

1 7
.

8 8

1 7
.

0 4

1 3
.

1 3

1 8
.

0 2

1 8
.

6 2

1 6
.

7 0

看火工

减 速机工

蓖 冷机

提升机 工

库底工

预热器 工

喂 料工

控制 工

物检工

分析工

8 9
.

0

8 3
.

7

8 2
.

3

8 0
.

2

2
.

2 8 5 6

2
.

0 2 9 7

1
.

8 5 6 0

1
.

7 8 1 9

2
.

1 5 47

2
.

2 9 44

2
.

6 1 11

1
.

7 8 4 8

2
.

1 5 2 6

1
.

6 5 0 5

18
.

6 6

1 6
.

7 2

15
.

4 6

1 4
.

8 8

1 7
.

6 9

18
.

5 5

2 0
.

8 4

14
.

95

] 7
.

9 0

1 4 2
_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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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泥工业与不同产业系统调查结果比较

水泥主体工种 造船主体工种 冶金工业 国家产业系统

级别
工种

, 。 / 、

构成 、 / 。 ,

T

( % )

M
( k C a l /

m i n
·

m
Z )

工种
, n , 、

构成 、 2。 ,

T

(肠 )

M
( k C al /

m i n
·

m
Z )

工种
构成

(% )
T

( % )

M
( k C a l /

m i n
·

rn Z )
霜黎

(% ) T

(% )

M
恢 C a l /

m i n
·

m
Z )

6 8
.

3 0 6 1
.

0

6 6
.

8

7 3
.

0

7了
.

0

1
.

13

1
.

7 6

2
.

3 2

3
.

5 9

80002 4

0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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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各工种劳动时间率分布 见表 5
。

衰 5各工种劳动时间率分布

劳动时间率 ( %》 7 5 ~8 0~日 5 ~9 0~合计

工 种 数

构成比 ( %)

:

;:

3讨论

进行体力劳动强度调查
,

是 了解企业职工体力劳

功强度现状
,

明确今后改善治理方向的重要手段
。

本

文对 20 个水泥生产主体工种劳动强度调查结果显示 I

级 4 个
,

占20 % ; I 级 14 个
,

占70 % , I 与W级各 1 个
,

分别占 5 %
,

工种劳动时 间 率 分 布 范 围 在 7 5
.

0~

9 7
.

6 % 之间
,

大多数分布在 8。一 85 % 组段
。

净劳动时

间为 3 96 分钟 (相当 6
.

6小时 ) ,

与国内有人对造船主

体工种调查结果较接近
。

据此
,

该厂约 90 % 的工种未

超过我国 8 小时工作劳动时间 钓 O分钟的卫生 限值
.

同时与冶金工业
、

国家产业系统调查 比较
,

除能量代

谢率较接近外
,

劳动时间率均高于上述调查
,

而各级

别之间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别 (见表 二 )
。

另外
,

调查显

示平均能量代谢率 M值
,

总耗能量与劳动强度指数存

在多元回归关系 (复相关系数 R = 0
.

9 9 8 8)
。

回归模
碑门 、

型为 Y = 2
.

5 9 5 9 + 2 o 2 s
.

2 2X
: 一 `

.

2 1X 2 。

而劳动时间

率与劳动强度之间尚无这种关系
,

可见劳动时间率虽

然是影响劳动强度大小的因素之一
,

但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工作日平均能量代谢率
,

这也支持了国内学者的

调查结果
。

此次调查劳动时间率高于国内其它产业
,

但

休力劳动强度属 于中等
。

8 小时工作 日平均耗能值在

l o 5 7
.

78 k C ia /m in
·

m
Z占8。%

,

这与机械化
、

自动化

生产方式有关
。

在工作日内用于单项手工或类似这种

活动的时间较短
,

坐岗看守等能量 消耗小的单项活动

的时间较长
,

如熟料
、

磨机等工种
。

通 过调查表明
,
由于机械自动化生产 方 式 的 提

高
,

减轻了生产作业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

保障了操

作安全
,

是未来企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减轻劳动

强度的重要手段
。

(参加本课题调查的还有朱兴才
,

俞安福
、

姜捷
、

任乐

峰
、

徐广发
、

粗连珠及 劳人处定额科的部 分同志
,

在此一 并

衰示感 谢
。

)

几种职业因素对呼吸系统影响的调查

沈阳 市职业病防治院 ( 1 10 0 2 4 ) 薄克敏 马立盛

沈 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焦永信

步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

我们调查了接触

刺激性气体和生产粉尘及露天作业产业工人的职业因

素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

现报告如下
。

1 对象
、

指标
、

方法

选择接触刺激性气体 (氯气和二氧化硫 )
、

接触不

1司含矽量的生产性粉尘和露天作业的工人
,

共五组作

为观察组
,

各工种均分别确定有关工厂的某一车间或

工段
,

凡工龄 3 年以上者一律作为观察对象
.

选择不

接触刺激性气体和生产性粉尘的产业工人 作 为 对 照

组
。

比较不 同工种的患病率
、

发病和工龄的关系及不

同工种各年龄组患病率
,

以探讨职业因素的影响
。

按全国统一的诊断标准检查确诊
,

并拍 胸 片
,

除外其它心肺疾病
。

接触生产性粉尘组的少数矽肺患

者
,

因多合并支气管病变
,
因 而亦统计在内

。

2 劳动卫生情况

各有关工厂车间的生产过程中
,

刺激性气体和生

产性粉尘
,

均不同程度地超过国家最高容许浓度
,

露

天作业组 为终年露天作业的装卸工人或手推车工人
.

3 润奋结果

3
.

1 不同工种患病率的观察

各组检查人数均在百名以上
,

其中刺激性气体和

生产性粉尘以及露天作业工人的患病率均较对照组明

显增高 (见表 1 )
,

经显著性检验
,

P < 0
.

05
,

说明

差异显著
。

表 1 不同工种的患病率比较

组 别 检查人 员 患病 数 患病率 ( % )

氯 (C 12 ) 10 9 (女 1 0名 ) 3 5 3 1
.

2

二氧化硫 ( 5 0 2 ) 1 17 7 5 6 4
.

1

含游离 5 10 2 90% 15 0 (女 12名 ) 峨5 . 3 2

含游离 5 10 2 5 0% 16 9 5 0 t . 2 9
.

5

露天作业 2 1 8 5 2 2 3
.

9

对 照 组 1 5 0 (女 1 5名 ) 7 4
.

7

. 包括 I 期矽 肺 3 名
,

二包括 I 期矽肺 2 名

3
.

2 工龄和发病的关系

随着工龄增长各工种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有增

高的趋势 (如表 2 )
。

观察组的各工龄组患病率随工

龄增长而增高的幅度显然高于对照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