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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本组病人 20 0张处方
。

结果使用 抗 生 素 13 5

张
,

抗生素使用率 6 7
。

7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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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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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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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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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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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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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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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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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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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车间不同工龄工人职业性皮肤病发病情况 (工龄
:
年 )

1 ~ 5 ~ 1 0~ 2 0~
车 间

例致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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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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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助

3 / 1 4

2 / 1 0

2 / 1 1

2 1
.

4 3

2 0
.

0 0

1 8
。

1 8

1 21 1

1 / 4

9 / 6 0

2 5
.

0 0

合计 1 8
.

0 0

例致

3 8 / 47

2 9 / 3 8

9 / 1 7

8八 1

4 / 1 9

6 / 1 3

4 / 1 3

9 8 / 1 5 8 6 2
.

0 1 17 6 / 2 2 7 7 7
.

5 3

不及时
,

煤焦油挥发
、

泄漏严重 , ( 3 ) 机焦车间为

露天作业
,

在夏季生产时工人操作常裸璐 面 部
、

前

臂
,

甚至上身
。

由于受阳光
、

紫外线作用
,

使皮肤黑

变情况更为明显
。

因此
,

建议加强宜传教育
,

提高工人自我防护意

识
,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多 改革工艺流程
,

改进生产

设备
,

加强维修
,

防止煤焦油泄漏 , 工人下班后及时

清洗工作服及洗澡 , 对已经查出的病人
,

应按照有关

规定及早调离原工作岗位并进行积极治疗
。

碳素作业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 S C E率调查

茂名市职业病防治院 (5 2 5 0 1 1 ) 谢 峰 卢梅英

碳素作业是指生产石墨电极
、

石墨碳板的作业
,

其所用的原料 (石油焦
、

沥青焦
、

煤焦油等) 均含有

不同程度的有害物质 (如多环芳烃类 ) ,

这些有害物

质在生产过程中
,

污染了生产环境
,

给职工身体健康

带来一定的影响
。

为了探讨上述因素的致突变作用
,

对我市某厂职工进行了一次外周血淋巴细胞姐妹染色

单体互换 ( S抬t价 C hr om at id E x e h a n g e ,

S C E ) 频

率计数观察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受检对象 碳素生产工人
、

后勤人员及对 照 组

(非碳素作业人员不接触毒物 )
,

受检者年龄在 20 ~

48 岁之间
,

职业工龄
:

碳素人员 1
.

5 ~ 15 年
,

非碳素

人员 2 ~ 2仃年
。

均排除病毒性肝炎
、

肺结核
、

肿瘤等

疾病
。

1
.

2 方法 采用 R P M l l 6 4 0培养基
,

取受检者外周血

。
.

2 5而滴入培养基内
,

摇匀后放入 37
.

5o c 培养箱内

培养 (避光) 56 小时
。

当培养到 4~ 6 小时时
,

按 10

料g / m l 培养液加入 B r d u ( 5
一

澳脱氧尿啥吮核普 )

4 0拼g
,

摇匀后继续培养
。

当培养到终止前 8 小时
,

加入
1仰 g /而秋水仙素液 1~ 3清

。

终止培养后
,

其细胞收

获制片方法
,

按 19 7 3年日内瓦会议推荐的
“

人类染色

体分析方法
,

收获细胞并进行制片
。

片制好后
,

用油镜

观看在 B r d u 存在下第二代分裂的
,

并且两条单体分

化着色明显和染色体分散良好
、

完整 (2 n = 4 6) 的中

期分裂红细胞
。

每例均观看 20 个细胞
,

记录每个细胞

的S C E次数
。

2 润班给果

本调查碳素作业生产工人 2 92 人 (男 2 33 人
,

女59

人 ) 的 S C E 率均值为 17
.

72 士 2
.

85 次 /细胞
,

碳素作

业后勤人员77 人 (男 54 人
,

女 23 人 ) 的 S C E 率均值

为 1 1
.

85 士 2
.

52 次 /细胞
,

非碳素作业人员 42 人 (男 27

人
,

女 15 人 ) 的 S C E率均值为 7
.

97 士 1
.

56 次 /细胞
.

上述各种人员的 S C E 率均值经统计学处理
,

发现具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

01 )
,

见表
。

3 讨论

外源性化学物质对人体致突变作用
,

已普遗引起

人们的重视
。

绝大多数诱变剂
、

致 痛 剂 均 能 诱 发

S C E ,

而非诱变剂姗无诱发 S C E 能力
。

目前普遥认

为 S C E是一种反映D N A 损伤很敏感的指标
。

从本次

调查结果来看
,

碳素生产工人的 S C E 总 体 水 平 为

1 7
.

72 土 2
。

85 次 /细胞
,

其后勤人员的 S C E总体水平为

1 1
.

8 5 土 2
。

5 2次 /细胞
,

而对照组人员的 S C E 总体水

平为 7
.

97 士 1
.

56 次 /细胞
。

上述人员之间均有显 著 性

差异 ( P < 0
.

01 )
。

导致差异原因
,

我们初步认为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