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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溶骨症中有 2 例工龄 2 3年
,

0] 个抬 甲粗隆均肥大
,

多发囊变
,

并伴有轻重不 同的骨吸 收
; 2 例右环指 甲

粗隆肥大
,

边缘有半月状骨吸收 , 2 例右中指食指甲

粗隆肥大尖端吸收
, 2 例中指食指 甲粗隆碎裂 (骨折

线 )
,

并无手外伤史
。

多数人有头疼 头 晕
、

四 肢 麻

木
、

脱发
、

手颤
、

眼颤
,

4 例有柞状指
。

3 讨论

自氯乙烯致癌确定后
, .

有的国家提出应提高卫 生

标准
,

如美国闽值降低到 2
.

52 m g /m 3 ,

我国卫生标准

3 0m g /m
’ 显然偏高

。

本次调查生产车间氯乙烯年平

均浓度
,

压缩室及聚合室均高于国家标准
,

其它工作

·
3 0 9

部位与美 国标准相比也高出几倍到 10 多倍
。

这次调 查通过问诊
、

查体
,

发现接触氯 乙烯工人的

临床表现
、

症状体征随着工龄增加而增加
,

随着氯乙

烯浓度的增高症状加重
。

观察组的临床症状体征明显

高于对照组
。

观察组 中 有 5 例 肝 大
,

占 体 检 人 数

5
.

7%
。

8 例患肢端溶骨症
,

占体检人数9
.

1%
,

其中

有 6 例发生在氯 乙烯超标工段
,

而对照组为零
。

指骨片所见特点
:
多数指骨粗隆肥大

、

多发囊性

变
,

伴有轻重不同骨吸收形成缺损
。

手指末端骨质密

度减低
,

骨质疏松
,

这可 能是出现骨折线的原因
。

病

变多发生在患者右手
,

可能与多数人以右手工作有关
。

宝鸡市尘肺发病水平及预测
宝鸡市卫生防疫站 ( 7 2 1。。 1 ) 步臣 雄 雷宏智

为掌握宝鸡市尘肺发病水平
,

指导尘肺病防治工

作
,

本文对 19 7 1~ 1 9 93年宝鸡市尘肺发病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
,

并对部分行业尘肺病的发病趋势作了预测
,

结果报告如下
。

1 资料来派

查阅 19了1~ 1 9 9 3年间。+

和尘肺患者健康档案
,

并

以 1 9 8 6一 1 9 9 3年机械
、

煤炭
、

地矿
、

建材
、

石油等工

业系统年终尘肺病例总 数作为灰色数列预测模型的建

模资料
。

2 尘肺发病水平

2
.

1 1 9 71~ 1 9 9 3年共检查接尘工 人 3 4 3 0 4 例
,

查 出

各期尘肺 2 21 例
, O

+
823 例

,

检出率分别为 0
.

64 %
、

2
.

4 0 %
,

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 6
.

80 %
、

9
.

27 %
。

在 22 1例尘肺中
,

矽肺所占比例较大
,

为6 1
.

54%
,

其次为煤工尘肺
、

焊工尘肺
,

分别占总例数的 12
.

67 %
、

1 1
.

31 % , I期尘肺 126 例
,

占总例数的64
.

7 0%
, 铁道

系统和机电系统尘肺发病较 多
,

分 别 占总 例 数 的

53
.

39 %
、

22
.

62 %
,

其次为地矿
、

煤炭系统
。

2
.

2 尘肺发病预测 以 1 9 8 6一 1 9 9 3年年终部分 行 业

尘肺病人总数为原始数据
,

应用灰色数列预测模型求

得 宝鸡市尘肺病发病预测模型
:

Y ( t + 1 ) = 4 2 5 7
.

35 e o 、 0 3 1 ` t 一 4 1 2 6
.

3 5

利用 已建立的预测模型对 1 9 8 6~ 1 9 9 3年的尘肺发

病水平进行拟合检验
,

认为拟合度较好 ( S = 。
.

8 4 5)
,

可用于尘肺发病的外推预测
。

宝鸡市 1 9 9 4~ 2 0 0 0年尘

肺发病预测值见下表
。

宝鸡市 1 9 9 4~ 2。。 0年部分行业尘肺发病预测

年 份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预 侧 值

新增例数

预测结果表明
,

到 2 0 0 0年底宝鸡市部分行业尘肺

病累积达 20 4人
,

从 1 9 9 4年起 7年共新增尘肺患者 40 例
。

3 结语

以上结果表明
,

宝鸡市尘肺发病水平较低
,

增 长

趋势平稳
。

今后尘肺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矽尘
、

电焊烟尘
、

煤尘危害严重 的铁 道
、

机 电
、

煤 炭 等 系

统
。

高空作业工人职业性体检报告
广东省汕头市职业病防治所 ( 51 5 0 4 1) 陈玩琴

1 9 9 3年 1 ~ 12 月我们对汕头市某些建 筑 工 程 公

司中的架子工
、

起重工
、

外电梯工
、

高层打桩工等高

空作业的特种工人共 753 名进行了职业性体 检
,

其 中

男性 628 人 , 年龄 22 一 44 岁
。

在 进 行 内科
、

X 线胸

透
、

视力及辨色力等常规检查的同时
,

重点进行了眩

晕试验
。

受检者坐于手动旋转椅上
,

头部前倾 30
。 ,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