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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乙烯为合成聚氯乙烯单体
,

是制造聚氯 乙烯的

原料
,

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 日常生活中
。

业 已证

实氯乙烯经呼吸道
、

皮肤进入人体
,

主要引起神经衰

弱症候群
、

消化道症状和肝脏损害
,

尚可引起肢端溶

骨症
、

肝血管肉瘤和其他肿瘤
。

本文报道氯 乙烯对作

业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某化工厂生产聚氯乙烯车间接触氯乙烯工人 356

名 (男 22 2名
,

女 13 4名)
,

年龄 2 0~ 6 0岁 (均值 4 1
.

0 4

岁 ) ,

工龄 1~ 3 6年 (均值 1 1
.

3 1年 )
。

对照组为同-J

行政
、

保卫
、

食堂
、

后勤人员 3 56 名
,

两组入厂工作

前均经就业前体格检查
。

两组性别
、

年龄
、

工龄
、

吸

烟史
、

饮酒史构成相仿
,

无统计学上的差别
。

衰 1 接触氯乙烯工人症状和阳性体征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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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车间空气中氯 乙烯浓度 定点采样
,

气 相 色 裹 2 接触氯乙烯工人肝功异常发生率

Ò乃̀

:
, .一且

谱法分析
。

1
.

2
.

2 检查内容 询问病史
、

职业史
,

常规体验
,

化

验 ( A L T , 下一G T ,

H B sA g )
。

1
。

2
.

3 统计分析 检查结果输入 F O X
一

bo se 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

并进行卡方检验
。

2 结果

2
.

1 车间空气中氯乙烯浓度

干燥
、

聚合
、

氯乙烯和乳化各工段空气中氯乙烯

浓度分别为 0
.

99
、

9
.

5 3
、

10
.

6魂和 2 4
.

9 9m g / m
3 。

2
.

2 接触氯乙烯工人症状
、

体征和肝功异常发生率

表1
, 2提示

,

接触氯乙烯工人症状
、

阳性体征发

生率和肝功异常率与对照组比较
,

其中头晕
、

头痛
、

乏力
、

恶心
、

腹胀
、

脾大
、

y 一G T
、

A L T有统计学意义
。

2
.

3 不同工龄氯乙烯接触工人健康指标异常发生率

表 3 显示
,

接触氯乙烯工人健康指标异常发生率

未见随工龄增加而增高
。

2
.

4 不 同工段氯乙烯接触工人健康指标异常发生率

见表 4
。

表 4 表明
,

接触氯 乙烯工人不 同工段健康指标异

常发生率与其氯 乙烯浓度未见有相关
。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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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健 康指标异常系指出现任何 一个症状或 阳性体征

对接触氯乙烯工人进行健康检查
,

揭示氯乙烯对

接触工人引起神经衰弱症状群和消化道症状
,

肝大
、

脾大
,

肝功能异常
。

这与国内外报道一致
。

然 而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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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接触氯乙烯工人不同工段健康指标

异常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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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氯乙烯工人
,

不论症状
、

体征发生率
,

或是 肝功

异常发生率均偏低
。

探其原因可能在于 ( 1 ) 生产车

间大部为自动 化
、

半 自动化
,

且密闭性能良好
,

这样

车间氯 乙烯浓度低
,

工人吸入氯乙烯少 ; ( 2 ) 车间

自然通风 良好
,

车间防护措施
、

安全制度
、

设备检修

规章完善有力 , ( 3 ) 接触氯乙烯工人 四班三运转
,

每天劳动时间 1一 8小时
,

由此工人实际接触氯 乙烯时

间短
,

( 4 ) 工人对氛 乙烯危害有所了解
,

基本掌握

了防护知识
,

且有个人防护用具手套
、
口 罩

、

工作服
。

国家规定车间空气氯乙烯最高容许浓度为 3 Om g /

m 3 。

从本调查看
,

大多数工段空气氯乙烯浓度 低 于

3 0m g / m
3 ,

但却有症状
、

体征和肝功异常
,

因而 国家

规定车间空气氯乙烯最高容许浓度 3 0 n l名/ m
3 需要考

虑降低
。

究竟我国车间氯乙烯容许浓度应为多少
,

是

否可参考美国 IPP m (2
.

79 m g /m
3 ) 和前苏联 0

.

l m g /

m
3 ( 0

.

0 35 8 5P功 )
,

还需根据我国实际状况进行 研 究

确定
。

2 60 名尘肺患者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

北京医科大学社会医学 ( 10 0 0 8 3 ) 胡靠山 宋文质 周家林 岳修冲 韩纪斌

据有关方面统计
,

目前我国的尘肺患者累计已接

近 5 0万人
,

其中8 0%仍存活
。

众所周知
,

按现有医学

水平还不能使尘肺的纤维化病变得到逆转
,

因此只能

采取对症治疗的办法来减轻病痛和延长其生命
。

但是

该类患者的生活 (或生命 ) 质量如何
,

尚无人研究或

报道
,

为此本次作者利用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方法
,

对北京地区 260 名煤工尘肺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全

面的分析评价
,

其目的是为有关部门在制订职业病医

疗
、

保健和社会服务政策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依据
,

并为今后研究职业病患者生活质量积累经验
。

1 材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北京门头沟矿务局经有关卫生部门诊

断的 26 0 名煤工尘肺患者
,

其中 I 期尘肺 75 人
,

l 期

13 4人
,

I 期 51 人 , 调查内容除患者的一般情况外
,

主要包括
:

(1 ) 病情与生活自理能力 ; ( 2 ) 心理

状况 ; ( 3 ) 社会生活状况 , ( 4 ) 居住 环 境 与 条

件
; ( 5 ) 家庭经济状祝

。

该五个方面都包括若干个

客观指标与主观意向指标
,

根据生活质量的评价方法

和要求
,

按各项主观指标及其满意程度进行评分
,

满

分为 58 分
,

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水平越高
。

调 查方法为按统一拟定的调 查表和要求
,

由作者

亲自向患者本人进行询间
。

所得资料输入微机后进行

检错
,

并用 S P S S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

2 结果与分析

该26 0名尘肺患者
,

< 60 岁者占 17
. 。 %

,

60 ~ 65

岁占3 4
.

2 %
,

> 6 5岁占4 8
.

8 %
,

多数人 ( 6 5
.

8% )都有

合并症
。

其家庭人均收入簇 15 0元 / 月者占 3 6
.

9 %
,

其

中总数 8
.

1% 的在 10 0元 /月以下
。

文化水 平 普 遍 偏

低
,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9 2
.

0 %
,

初中文化程度占

6
.

5 %
,

其他为高中及以上者
。

87
.

3% 的患者有三个

和三个以上的子女
,

身边无子 女 一 起 生 活者 却 占

4 1
.

9%
。

该 2 6。 人全部为男性
,

其中配偶健在 者 占

8 3
.

5%
。

这些特点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产生不同的影响
。

2
。

1 生活质量总评价

如表 1所示
,

该 26 0名尘肺患者生活质量的人均得

分为 3 1
.

2分
,

为满分 ( 58 )的 5 3
.

7 %
,

说明该组尘肺患

者的总体生活质量水平较低
。

该结果与原预期结果基

本一致
,

但其中生活自理能力的高得分及心理状况的

低得分却与原预期结果有较大差别
。

由表 1 可见
,

其生

表 1 26 0名尘肺患者生活质量的人均得分与各分项人均得分

项 目 总分和 生活 自理能力 社会生活状 况 经济状 况 心 理状况 住房环境条件

人均设计满分 ( A )

人均实 际得分 ( B )

B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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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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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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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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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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