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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有关卷烟生产工人神经行为功能改变的研究
,

作

者认为卷烟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改变可能是 由于尼古

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毒作用所致
。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

卷烟生产工人班后神经行为功能改变 明 显
,

如 手 敏

捷度
、

数字译码及视觉记忆与班前比均有显著差异
,

这些改变与女工尿中尼古丁含量高相 吻 合
。

进 一 步

分析发现
,

尿中尼古丁含量 > 1 00n g /iln 组工人的手

敏捷度
、

数字译码及目标迫踪得分均低于尿中尼古丁

含量 < 10 on g / iln 组 ( P < 。 .

05 )
。

据此
,

我们初步建

议尿中尼古丁含量 I O On g / m l 可作为卷烟生产非吸烟

女工生物接触限值
。

尼古丁是一种神经毒物
,

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神

经系统
,

小剂量时最初的作用表现为兴奋
,

大剂量时

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

尼古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是

通过改变或刺激不 同神经调节肤的释放发挥作用
,

如

释放精氨酸加压素
、

生长激素
、

催乳激素
、

内源性阿

片样肤
,

尼古丁还可影响 5一经色胺的释放
。

卷烟生产

工人神经行为功能的改变是否与尼古丁或刺激不同神

经调节肤的释放有关
,

尚需进一 步研究
。

近年来
,

神经行为功能在职业接触限值的制订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某些神经行

为功能测试项 目得分与尿中尼古丁 含量呈负相关
.

因

此
,

在评价卷烟生产环境质量和工人的健康水平时
,

仅 以空气中烟草尘浓度的高低为评判依据 有 其 局 限

性
,

我们认为在评价烟草尘浓度是否超标的同时
,

应

考虑工人尿中尼古丁含量的高低
。

福建某煤矿21 年未发现尘肺的调查分析

肖方威
,

陈友 田
’

陈建超
`

葛毅榕
,

徐锡霖
,

陆代风
’

为探讨福建小华煤矿建矿 21 年来未发现尘肺的原

因
,

作者收集了该煤矿的地质
,

粉尘浓度
,

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
,

金属元素中镍
、

钦
、

锌
、

铁的 含 量 等 资

料
,

并选择该矿务局的柯坑
、

后舍煤矿作对照
,

进行

了对比调查
。

1 劳动卫生情况

1 9 8 7~ 19 8 0年三年期间对小华
、

柯坑
、

后舍煤矿

井下气象条件进行了测定
。

小华矿
:

风速。 .

35 一 1
.

08

m s/
,

平均 0
.

6 2m / s ,

风量 1
.

75一 5
.

4 2m 3 s/
,

平均 3
.

36

m
3 s/ , 后舍矿

:
风速 0

.

32~ 2 5
。

6 8m s/
,

平均 3
.

5 5m

/
s ,

风量 1
.

1 7一 64
.

2 6m
3 s/

,

平均 1 6
。

2 3m 3 s/ ; 柯坑

矿
:

风速 0
。

1 2一 1 1
.

7 m /
s ,

平均 1
.

6 3m /
s ,

风量 0
.

5~

2 7
.

4 8m
3
s/

,

平均 7
.

4 7m 3
s/

。

粉尘浓度
:
小华 矿 矽

尘 0
.

2一 2
.

l in g /m 3 ,

G o
.

8 2 rr 唱/ m
3 ,

煤尘 0
.

5~ 9
. `

n唱 / m
3 , G 4

.

6 0 In g / m
3 。

湿度
:
小华矿平均 9 2

.

7 1%
,

后舍矿平均 92 %
,

柯坑矿平均 1 00 %
。

2 小华媒矿尘肺动态现察

我们对小华煤矿 14 6 名作业工人 (其中掘进工 81

人
,

采煤工 54 人
,

混合工 8人
,

辅助工 3人 ) 每隔 1 `

3 年进行一 次拍片检查
。

通过 21 年的动奋观察
,

未发

现尘肺病例
。

而柯坑矿尘肺患病率为 1 2
.

0 1 %
,

后金

矿尘肺患病率 8
.

35 %
。

3 各矿游离二级化硅
、

金属元亲含 . 分析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测定采用焦磷酸法
,

粉尘

中金属元素含量采用美国铂金一埃尔墨原子吸收光谱

P E 一
30 0 型仪器测定

。

测定结果见表 1
,

表 2
。

表 1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结果 (% )

单 位

柯坑矿

建矿时 间 粉尘种类 点致 X 士 S

19 6 6

后会矿 丁9 6 8

小华矿 1 9 7 0

矽尘

煤 尘

矽尘

煤 生

矽尘

煤尘

1 9
。

3 5 士 9
。

1 6

7
.

3 7土 3
。

9 9

3 1
.

0 6王 1 3
.

9 7

1 5
。

0 2士 1 1
.

7 3

2 5
.

84 出 1 1
。

0 8

1 0
。

1 0士 6
。

6 8

注
:

酒定时间为 1 9 9 2年

4 讨论

4
.

1 通 过21 年的动态观察
,

作者认为小华煤矿未发现

尘肺病主要原 因是该矿井下作业场所采用 湿式作业
,

湿度大于 9 0%
,

虽然气象条件较差
,

粉尘中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较高
,

但粉尘不易 飞扬
,

经 5 年井下粉尘浓

度监测
,

都控制在国内允许标准之内
,

作业工人吸入

肺内的粉尘量较少
,

是延缓尘肺发病的主 要 原 因 之

4
.

2 金属元素锌
、

钦可能有抑制镍的毒性的作用
,

延

缓尘肺发病时间
。

对小华矿调查发现
,

矽尘中镍元素

平均 0
.

0叫 8 %
,

而锌元素平均 0
.

0 9 3 3%
,

钦元素平均

0
.

53 3%
,

锌
、

钦元素分别高于镍元素 18
.

嫂
,

1 10 倍
。

.

三 明市职 业病防治院 (3 65 00 0)

.

福建上 京矿务局职工 医院

.

福建 闽西地质大队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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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不同煤矿粉尘中金属元素含耸侧定 ( % )

金属 元素 ( X士 S )

单 位 粉尘种 类 点数

一
镶 锌 铁 铁

柯坑矿 矽 尘 5 0
.

0 0 5 1土 0
.

0 0 5 0
.

0 1 0土 0
.

0 0 4 0
.

5 2 3土 0
.

19 9透
.

2胜土 1
.

2 8

煤 尘 6 0
.

0 0 4士 0
.

0 0 7 0
.

0 0 6士 0
.

0 0 6 0
.

2 0 0土 0
.

1 1 4 2
.

1 4士 1
.

2 5

后舍矿 矽尘 8 0
.

00 4士 0
.

0 0 3 0
,

0 1 1 6 士 0
.

0 0 5 0
.

6 6 8 士 0
.

3 0 2 4
.

81 士 1
.

8 7

煤 尘 5 0
。

0 0 2 8 土 0
.

0 0 1 0
.

0 0 6 8 土 0
.

0 0 2 0
.

3 3 5 士 0
.

2 6 2 2
.

4 8土 1
.

3 6

小华矿 矽尘 6 0
.

0 4 8 土 0
.

0 Q2 0
.

0 9 3 3 士 0
.

1 7 0
.

5 3 3士 0
.

2 1 5
.

7 3 士 3
.

9 0

煤尘 6 0
.

0 0犯土 0
.

0 0 2 9 0
.

0 2 0 4士 0
.

0 1 5 0
.

2 5 8士 0
.

19 2
.

9 6士 1
.

7 2

煤尘中镍元素平均。 .

0 0 3 2%
,

而锌元素。
.

0 2 0 4%
,

钦 素
,

分别高于柯坑矿 8
.

33
,

2
.

4倍
。

无发病的小华矿与

元素。 .

2 58 %
,

锌
、

钦元素分别高于镍元素 5
.

3
,

7 9
.

6 一般发病的后舍矿
,

尘肺患病率 8
.

35 %
,

其矽尘
、

煤

倍
,

我们所调查的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
,

可 尘中镍元素相近
,

但小华矿中矽尘
、

煤尘中锌元素分

望通过对作业工人补锌而达到延缓尘肺发病的目的
。

别高于后舍矿 7
。

04
,

2 倍
。

通过对三个不同煤矿尘肺发

4
.

占 据国内学者报道镍有促进尘肺发生发展的作用
,

病与金属元素关系分析
,

其结果含镍元素粉尘毒性大
,

含镍元素的粉尘对细胞毒性大
,

其尘肺发病率上升
,

锌元素含量较高
,

可能有延缓尘肺发病时间的作用
。

我们调查的结果发病率较高的柯坑矿
,

尘 肺 患 病 率 综上所述
,

小华矿未发现尘肺病
,

控制粉尘浓度

12
.

01 %
,

其矽尘
、

煤尘中镍元素分别高于无发 病 小 是主要因素
,

其次认为锌
、

钦元素含量较高
,

可能有

华矿的 。
.

06
, 0

.

25 倍
,
而小华矿矽尘

、

煤尘中锌元 抑制镍的毒性
,

延长尘肺的发病时间的作用
。

陕西地区非职业铅接触劳动人群Z P P及E P水平调查

西安市中心医院职业病科 ( 7 1。。。3) 李增 民 张基美

为了完成铅中毒诊断标准的修订工作
,
我们对映

西地区非职业铅接触劳动人群
,

进 行 了血 锌 外 琳

( Z P P ) 和血原叶琳 ( E P ) 的测定
,

并对这些侧定结

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
现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测定对象 西安地区
、

陕南汉中地区 工 人
、

农

民
、

干部及医务工作者共 18 3人
。

其中血红蛋白 (H b)

女 n o g / L
、

男 12 09 / L 以上者为正常组 (H b范围女 110

~ 2 359 / L ,

男 2 2 0~ 1 6 09 / L ) ,

以下者为 H b 偏低组

(H b 范围女 。 o ~ 2 109 / L ,

男 10 2~ 22 09 / L )
。

H b 正

常组 151 人
,

其中男 74 人
,

女 77 人
,

年龄在 21 ~ 6 0岁

之间
,

平均 37
.

1岁
。

H b 偏低组 5 2人
,

男 19人
,

女 1 3

人
。

年龄在20 ~ 54 岁之间
。

平均 35
。

2 岁
。

H b正常组

做 E P 的86 人
,

男 46 人
,

女 40 人
,

年龄也在21 ~ 60 岁

之间
,

平均 36
.

2岁
。

E P 组 的 H b 范围和 Z P P 组相

同
。

受检者均无特殊疾病
。

工作
、

生活环境中铅浓度

均不超过国家环境卫生标准
。

1
。

2 测定仪器和方法

1
.

2
.

1 测定仪器 美国 A V IV型 Z P P 血液荧光测定

仪
。

少量样品采用国产X Y
一 B型 Z P P血液荧光测定仪

,

测定前用美国标准血样校准仪器
, E P 测定使用9 30 型

荧光光度计
。

1
.

2
.

2 Z P P测定 按照 19 9 0年 5月铅中毒诊断标准修

订协作会议通过的检测质控规定方法进行
。

测定时
,

使用美国 A V TV专用盖玻片
,

先侧定其

空 白读数
,

采血 1 滴
,

用玻璃棒摊满侧量 区
,

无 气

泡
、

无凝块
,

重复测定至少两次
,

取其平均值
,

减去

空白读数
。

E P侧定
,

按照即将颁布的标准方法进行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正常人 Z P P和 E P测定结果不论按性别或合并分

析
,

均呈偏态分布
,

经对数处理后仍为偏态分布
。

男

女两组经显著性检验
, Z P P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0
.

0 1) , E P男女比较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

见表 1
, 2

。

2
.

2 将男女 H b均在 12 09 / L 以上的Z P P 值进行比较
,

u = 2
.

7 6 09 , P ( 0
.

0 1有极显著差异 , 取 H b 12 0~ 12 5

g/ L 组 段 的男
、

女例数进行比较
,

u = 2
.

0 0 5 2 , P <

。 .

05 有显著差异
。

将 H b 低于正常 (男 12 09 / L 以下
,

女 110 9 / L以下 ) 的 Z P P 与正常人 进 行 比 较
, u =

3
。

8 24 1 , P < 0
.

00 1 ,

有极显著差异
,

见表 3
。

2
。

3 将配对资料齐全的86 名正常人的 E P和 Z P P测定

结果做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