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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2 不同诊断时间现患病例发病工龄
、

发病年龄 (叉士 S)

诊断时间 例数 发病工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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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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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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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全公司各期尘肺死亡原因分析

肺结核

例致

恶性肿启 尘肺

例致 % 例致 %

肺心病

例狱 %

心血管病

例效 %

目血管病

例 效 %

肝硬化

例数 %

其它

例效

例致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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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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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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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新尘肺病例自1 98 5年以后呈明 显下 降趋

势
,

尘肺患者的发病工龄
、

年龄和死亡年龄都有明显延

长
。

粉尘合格率逐年提高
,

对尘肺病的发生和发展起

到了减级和预防作用
。

尘肺患者的死因以肺结核和恶

性肿瘤分别居第一
、

二位
,

特别是 I 期矽肺合并肺结

核 占死亡的82
.

86%
,

因此
,

做好防房杭挤
,

强 化 防

房措施
,

早期发现
、

早期治疗
,

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有重要意义
。

某乡办阳离子染料厂生产工人皮肤

色素沉着的调查分析

江苏省泰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25 30 0) 钱忠华

近年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

特别是乡镇

小化工厂的迅猛崛起
,

各种化学因素所致职业性皮肤

病
,

尤其是色素沉着症的发病已有增多趋势
。

本文对

某乡办阳离子染料厂生产工人的皮肤色素沉着进行临

床调查
,

并对其可能发生的原因作初步的分析
。

1 生产倩况

该厂系一 中外合资的乡办企业
,

生产 阳 离 子 染

料
,

投产仅一年
,

其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

1
.

I X
一G U金黄合成

水 + 冰醋酸 十苯甲醋 + 亚硝酸钠 + 喇噪林合成为

母体
。

母体 + 二氯乙烷 十 硫 酸 二 甲 酷 + 氯 化 钠 + O P

-一食X
一
G U

,
即为金黄染料

。

1
.

2 X
一
SG N艳红合成

丙烯睛 + 氯化锌 + N 一甲基苯胺一
)氰乙 基 苯 胺

十 n M F + 三氯氧磷 - 令 氛 乙 基 醛 + 酒 精 + 叫噪 林
一
一 ) X

一
SG N

,

即为艳红染料
。

1
.

3 X
一
SG L嫩黄合成

引噪林 十 甲苯 十 D M F 十 液碱 - ) W 醛
+ 酒 精 +

硫酸一 ) X 一 S G L
,

即为嫩黄染料
。

该厂所有生产工序均在同一车间内完成
。

车间长

30 米
,

宽 9 米
,

裔7
.

5米
。

无排风装置
,

生产工 人 仅

有口 翠
、

皮手套等简单防护
,

每日平均工作 8 小时
,

夏季有时加班每 日达 12小时
,

现场毒物浓度未测定
。

2 润奋对象及内容

以该厂生产工人及管理人员为临床调查对象
,

共

91 人
,

男性76 人
,

女性 15 人
。

其中密切接触毒物工人

(主要包括操作
、

烘房及库房等 ) 61 人
,

男性51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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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01人
,

年龄 18 一 55 岁
,

平均 2 8
.

1岁
,

工龄均为 1

年
。

我们对他们进行症状学调查
、

体 检
,

并 做 血 常

规
、

肝功能
、

肾功能
、

血糖
、

中毒顺粒
、

中性白细胞

碱性磷酸酶
、

淋巴细胞微核
、

胸透
、

心电图等检查
。

3 结果

全组有头昏
、

头痛
、

咽干
、

咽痛
、

乏力
、

失眠
、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者 33 名
,

占全部接毒者 54
.

1 % , 出

现皮肤千燥
、

搔痒
、

丘疹样皮疹
、

皮肤潮红者 25 名
,

检出率为 40
.

9% , 具有色素沉着者 16 名 (均为男性) ,

检出率为 2 6
.

2%
。

其中三名发生皮肤黑变病
,

已经省

内外职防机构确诊
。

色素沉着的部位多见于面烦部
,

其次为两上臂
、

胸腹部
、

两下肢皮肤
。

皮损形态大多

是弥散斑片 (点 ) 状
,

大小不一
,

界限不清楚
,

呈密

集或琉散分布
,

较密集的部位则融合成片状或网状
,

但不凸起
,

压之不褪色
。

皮损色泽呈深褐色
,

稍有光

泽
,

中心部位色较深
,
周围则淡

。

在皮肤发生色素沉

着前
,

所有患者均诉有不同程度的皮肤片状隆起
,

色

红
、

搔痒
,

继之呈斑片状表皮脱落
,

随后出现皮肤色素

沉着
。

其他检查结果
,

除14 例中毒顺粒> 5 %
,

6 例

淋巴细胞微核> 2 编外
,

均未发现异常
。

4 讨论

接触煤焦油
、

沥青
、

染料等可发生色素沉着斑
,

严重者则发生职业性黑变病
。

虽然流行病学与临床研

究资料
,

均认为色素异常可由职业因素引起
,

但其发

病机理迄今尚未完全阐明
。

可能与这些物质通过对琉

基与含铜酪氮酸醉作用
,

或腺普酸环化醉与环礴酸腺

普的作用而影响黑色素代谢有关
,

从而使黑色素的生

成大量增加
。

本组作业工人
,
从事该作业仅 1 年

,

皮肤色素沉

着的检出率达 2 6
.

2%
,

其原因考虑与该厂设备简单
,

泄漏严重
,

工人工作时间长
,

劳动强度大
、

防护条件

差有关
。

加之南方夏季气温高
、

湿度大
、

出汗多
,

有

的男性工人工作时上身裸峪
,

皮肤污染严重
,

加重了

毒物对皮肤的损害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中外合资企业蓬勃发展

,

这

类企业的职业危害也有上升的趋势
。

对此
,

有关部门

在立项时要严格进行科学论证及可行性探讨
,

采取有

效的卫生防护措施
,

消除职业危害因素
,

切实保障工

人健康
。

丙烯睛对肝脏及白细胞慢性影响的调查

广东省茂名市职业病防治院 ( 5 2 5 0 11) 张一峰 杨观徒 徐 结 民 李伟清 王 强

广东省茂名市合成纤维厂 杨升南

为了探讨丙烯峭对肝脏及白细胞的慢性影响
,

自

19了3~ 19 9D 年我们对本市合成纤维厂丙烯睛车间的工

人进行了职业性卫生学调查
,

并定期作健康监护性随

访
,

现小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该厂 19 70年建成投产
,

选该厂职业性体检资料较

为完整的 50 名丙烯睛作业工人作为调查对象
.

自19 72年起采用全国统一的方法对该车间空气中

的丙烯腊浓度进行定期定点监测
,

本文取其年平均值

评价
。

按拟好的方案询问职业史
、

吸烟饮酒史
、

肝炎接

触史和自觉症状
,

并作五官科
、

内科
、

外科检查及X

光胸透
,

超声测定肝脾
,

心 电图检查
,

肝功能
、

血常

规
、

尿常规及班前后尿硫氛酸盐测定 ( 1 9 8 8年)
。

按

以上的体检内容分 XII 于 1 , 75
、

297魂
、

1 97 7
、
1 9 5 5

、
19 56

、

1 9 88
、

1 9 9。年进行随访
,

检查操作尽量安排同一医师

进行
.

2 结果

历年车间空气中的丙烯精平均浓度
,

除 1 97 3年超

过国家最高允许浓度 (2 m g / m
3少外

,

其余均低于这一

标准
。

作业工人中肝大的 (肋下 0
.

6 c刀n以上 ) 阳性例数

在接触毒物的第三年即 19 73年 已高达 24 %
, 1 9 77年肝

大人数最多
,

但随作业工龄的增加
,

肝大的例数逐年

下降
,

阳性率波动在 4 % ~ 8 % 之间
。

A L T 增高 患

者则以 1 97 3年为最多
,

达 18 %
,

随着时间的顺延而逐

年下降则以接毒的第 4 年 ( 1 9 74年 ) 为最多
,

此后逐

年下降
。

尿硫氛酸盐班后值 (4
.

82 士 3
.

85 m g / L ) 高于班前

值 ( 3
。

12 士 2
.

l s m g / L )
,

有非常显著差异 (P ( 0
.

0 1 )
。

3 讨论

该车间肝大工人最多 出 现 在 接 毒 后 的 第 了年

( 1 9 77年 ) ,

而 A T L 增高的例数以接 毒 后 的 第 3

年 (即 19 73年 ) 最多
,

符合中毒性肝担害时血清学的

改变早于形态学改变的说法
。

197 7年肝大例数最多而

A T L 增高的例数反见减少
,

这一结果显然不能用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