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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V D T操作者工时与月经异常发生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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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异常状况
,

明显高于对照组
,

并有统计学意义
,

以经期延长和周期缩短为主要特征
。

探其原因可能为
:

( 1 ) 工作环境中的空调因素
,

室内外温差较大
,

有

认为尤其是低温引起妇女神经系统调节紊 乱 更 为 明

显 , ( 2 ) V D T 的极低频电磁场可能对女性月经有

影响 , ( 3 ) 工效学因素
,

长时间的坐位可使下肢和

腹部盆腔的血液循环不杨
,

可能造成月经紊乱
,

对照

组虽也以坐位为主
,

但办公室人员除坐以外
,

还有走

动的机会
,

不像V D T操作者 以持续坐位为主 , ( 4)

精神紧张因素
,

V D T 操作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

一

疏忽就会出差错
,

这造成了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
,

这

种精神紧张因素也可能是造成月经改变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女性月经变化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
而 V D T

操作者健康的影响因素也非单一
。

因此究竟以何种因

素为主
,

尚需进一步探讨
。

但针对上述情况
,

我们建

议 V D T 操作者应有一定的工间休息和室外活动
,

工

作的弛张也应科学
、

合理安排
。

砂肺病医院内感染调查

哈尔滨市职业病院 ( 15。。 8。 ) 徐秉智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刘连胜

随着医院感染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的确立
,

世界

卫生组织及国内学者已经确认在医院中发生的一切感

染均称院内感染
。

反之
,

在医院外发生的感染
,

而在

入院后发病的不属于院内感染
。

目前 矽肺病人发生院

内感染国内报告尚少
,

本文对 100 例矽肺病患者院内

感染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

并初步分析了造成院内感染

的各种因素和控制院内感染的有关环节
。

1 资料来派及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1 99 0一 19 9 1年矽肺住院病例 1 00 例
。

这些病人均经省或市尘肺诊断组根据 196 3年或 1 98 6年

卫生部烦发的尘肺 X 线诊断标准定诊
。

院内感染的判

断依据 《医院感染学》 诊断标准
。

为了解抗生素使用

情况
,

同时随机抽查了该组病人 20 0 张处方进行调查

分析
.

2 结果

2
。

1 一般情况

在 100 例矽肺中
,

男性 76 人
,

女性24 人
,

年龄 41

至巧岁
,

平均年龄 58 岁
。

其 中 I 期 矽 肺 85 人
,

I 期

14 人
,

I 期 1 人
。

平均接尘工龄 21 年
,

平均住院日接

近 1 年
。

2
.

2 院内感染分布情况

10 0例矽肺病人在平均 1年的住院期间发生院内感

染 42 例
,

院内感染率为 42 %
。

主要是肺感染
,

其他为

肠炎
、

痢疾
、

尿路感染 (见表 1 )
。

裹 1 10 0例矽肺病人院内感染分布情况

感染

人致

院内感染分布

肺感染 肠炎 尿路 感染

例幻一疾一碑以一康

1 0 0 42 3 4 4 2 2

感染串% 4 2 3 4 4 2 2

2
.

3 支气管炎与肺感染的关系

在本组 1 00 例矽肺 中合并支气管炎者 68 例
,

为了

解有
、

无气管炎与发生肺感染的相关性
,

将有
、

无气

管炎分为两组
,

进行对照比较
。

结果气管炎组 68 例
,

发生肺感染 28 例
,

感染率为 4 1
.

18% , 无气管炎组 32

例
,

发生肺感染 6 例
,

感染率 18
.

75 %
,

两组比较有

显著差异 (P ( 0
.

0 5 )
。

2
.

4 矽肺病人吸烟情况与发生肺感染的关系

本组 10 0例矽肺病人中
,

吸烟者 65 人
,

其中有50 人

吸烟史 1 年以上
。

我们从本组病人中
,

随机抽取 30例

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分为两组 , 其中吸烟组发生肺感染

19 例
,

不吸烟组仅为 6 例
。

说明吸烟的矽肺病人发生

肺感染显著多于不吸烟者 ( x , 二 11
.

59
,

P < 。 .

01 )
。

2
.

5 抗生素使用情况及痰检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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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本组病人 2 0 0张处方
。

结果使用 抗 生 素 3 1 5

张
,

抗生素使用率 6 7
。

75 %
。

在本文 34 例肺感染中
,

有痰培养资料 21 例
,

其中

检出肺炎双球菌 8 例
,

占各类菌属的 38
.

1% , 链球菌

7 例
,

占3 3
.

3% ; 金葡菌 3 例
,

占 l d
.

3% , 克雷白氏

菌 2 例
,

占9
.

5 % , 厌氧球菌 1 例
,

占4
.

8 %
。

3 讨论

3
.

1 本文调查了平均住院达一年的 100 例矽肺病人院

内感染状况
。

院内感染率为 42 %
,

而肺感染所 占比重

最大
,

占全部院内感染的 8 2
.

8 %
。

矽肺病人发生肺感

染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两方面
。

3
.

1
.

1 内源性
: ( 1 ) 由于长期患病

,

免疫力低下
,

对休内固有细菌感受性增强 , ( 2 ) 矽尘长期刺激呼

吸道枯膜
,

造成局部炎症
,

易于细菌入侵 , ( 3 ) 矽

尘中的二氧化硅产生的致纤维因子使肺组织发生弥漫

性肺纤维化
,

干扰
.

和破坏肺组织微循环
,

机体和呼吸

道防御能力下降而导致肺感染
。

3
.

1
.

2 外源性
:

( 1 ) 医院是病源体的集聚地
,

许多

病源体可经空气
、

飞沫
、

药品等传播 , ( 2 ) 寒冷空

气 和季节对呼吸道刺激及机体免疫力的影响 , ( 3 )

由于矽肺病人中多数有吸烟危害
,

烟雾刺 激 气 管 粘

膜
,

使之易发生肺感染
,

矽肺病人中多数有慢性气管

炎
,

调查证实矽肺合并气管炎发生肺感染非常显著 ,

( 4 )临床中的矽肺病人广泛使用抗生素
,

产生大量耐

药菌群
,

造成机体微生物失调
,

促使发生体内感染
。

3
.

2 减少矽肺院内感染的具体措施

( 1 ) 提高医院对院内感染的管理意识 , ( 2 )

按有关规定实行院内环境消毒工作
,

病房达到空气净

化
、

温度适宜 , ( 3 ) 戒烟 ; ( 4 ) 积极防治慢性气

管炎 , ( 5 ) 对矽肺合并肺结核者
,

要隔离管理
,

积

极治疗
,
减少感染扩散

, ( 6 ) 定期对院内环境进行

细菌学检测
,

如每周对病房空气
、

医疗器具等进行细

菌培养
,

对发生肺感染病人做痰培养
,

掌握院内细菌

菌株状态
,

进而采取相应的消毒措施及选用有效抗生

素
。

(本文承 蒙哈尔滨 医科大学刘树春教授审阅
,

并提 出宝

贵意见
,

谨致谢意
。

)

焦化作业工人职业性皮肤病发病的调查

山东省枣庄市卫生防疫站 ( 27 7 1 0 D 傅瑞杆 李增谏 杜 爱国 刘风 朔

我们在对焦化厂进行职业性查体时
,

发现生产工

人职业性皮肤病患者竟 占受检人数的 62
.

33 %
。

为保

护工人身体健康
,

制订有效的防护措施
,

特将调查资

料进行了统计整理
,

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该厂生产工人 45 4人
,

其中男性 355 人
, 年龄 21 一

5 8岁
,

平均 3 7
.

0 8岁 , 工龄 1一 3 4年
,

平均 1 7
.

0 6 年
。

其中机焦车间 1 40 人
,

回收车间 1 08 人
,

机修车间 58 人
,

设备车间44 人
,

动力车间 31 人
,

车间化验室 29 人
,

其

他辅助工 44 人
。

依据卫生部颁发的
“

职业性皮肤病诊断标准及处

理原则
” 、 “

职业性黑变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

“

职业性光敏性皮炎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进 行 诊

断
,

并对作业环境进行了调查
。

2 结果

此次共查出职业性皮肤病 2 83 例
,

占受检人数的

6召
。

33 %
,

其中以机焦车间最为严重
,

共查出职业性

皮肤病 110 人
,

占该车间受检人数的 7 8
.

57%
,

最短发

病工龄为 , 年
,

最长发病工龄为21 年
,

平均发病工龄

为 1 3
.

74 年
。

各车间发病情况见表
。

该 28 3 例职业性皮肤病病人
,

病变均发生在面
、

颈
、

前臂及手等暴露部位
.

皮损以褐色点片状或网状

色素斑为主
,

多数病人皮肤呈苔醉样变
,

其次是黑头

粉刺
、

皮肤角化
。

其中职业性黑变病67 例 (占2 3
.

6 7% ) ,

职业性光毒性皮炎继发色素沉着 16 0例 (占5 6
.

5 4% ) .

职业性座疮 41 例 (占 l d
.

49 % )
,
职业性角化过度 15 例

(占 5
.

30 % )
。

3 讨论

煤焦油能引起皮肤色素增多
,

并能使皮肤光感作

用增强
,

即皮肤黑变病
,

亦称
“

焦 油 黑变 病
. 。

另

外
,

煤焦油还可 以引起光毒性皮炎
,

后期常出现苔醉

样变
,

继发色素沉着
。

这种色素沉着容易与黑变病混

淆
。

本次共调查了某焦化厂 7个生产车间 45 4名工人
,

黑变病
、

继发性色素沉着
、

座疮
、

皮肤角化过度等职

业性皮肤病就有 283 人
,

占受检人数的 6 2
。

33%
。

通过

对生产环境的调查
,

发现存在下列几个间题
:

二1 ) 该厂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低
,

工人劳动强

度大
,

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 , ( 2 ) 设备陈旧
,

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