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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分别为 1
.

2 8m g / L 和 1
.

23 m g / L
,

居民组尿氟

含 量为 0
.

58 m g / L
,

两 组 比 较 差别 有显 著性 (尸 <

0
.

0 1 )
。

3
.

4 工业性氟病 对 18 8 名从事铝电解作业工人 (均

系当地青年招工 )氟接触史调查
,

接氟工龄最长的 23

年
,

最短的 2 年
,

平均 7
.

8 年
。

同时进行一次统一 X 光

摄片检查
,

检查部位为骨盆正位和右侧肘关节正位
,

结

果发现工业性氟病 l 期 5 例
,

检出率为 2
.

66 %
。

4 讨论

氟化物主要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进入人体
,

由皮

肤吸收的氟甚微
,

可忽略不计
。

目前
,

国内外尚无统一

的总摄氟量卫生标准
,

美国 1 9 8 0 年推荐成人每 日适宜

摄氟量为 1
.

5 ~ 4
.

o m g
,

我国食品氟卫生标准研制协作

组推荐人均 日允许摄氟量为 3
.

s m g (主要通过消化道

摄入 )
。

从调查结果来看
,

工人组和居 民组的总摄氟量

均在允许范围内
,

而工人组却有 I 期氟病发生
。

以我国车间空气氟最高允许浓度为评价标准
,

铝

电解车间的空气氟浓度在 l m g /m
,

的允许值内
;
以我

国大气卫生标准空气氟 日平均浓度 。
.

0 07 m g / m 3

乘以

成人 日吸空气量 12 m ,

计算
,

每人 日均空 气氟摄入量

为 .0 O 84 m g
,

而该铝电解工人人 均 日空气氟摄入量为

.0 “ Zm g
,

超过标准 .7 8 倍
,

尽管其总摄氟量不高
,

仍

可能引起氟中毒
,

这也可能与氟铝联合作用等因素加

重氟中毒有关
。

(感谢赣州铝厂的大力支持
。

)

(收稿
: 1 9 9 4一 1 0一 1 7 修回

:
1 9 9 5一 0 1一 1 2 )

作业环境缺氧事故调查分析

哈尔滨市职业病防治院 ( 1 5 0 0 80)

由于地下工程和 采掘业的发展
,

一些工人常在通

风不良的环境中工作
,

如气体沉箱内作业
、

坑道
、

矿山
、

巷道
、

大桶
、

池槽和船底货舱作业等
,

常因缺氧而发生

死 亡事故
。

本文对 1 9 8 5~ 1 9 9 0 年哈市工厂企业中发生

的死亡事故进行了调查分析
,

为预防此类事故的发生

提供了一些经验和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调查内容主要有缺氧事故发生经过
、

事故原因
,

受

害者症状和体征
,

病情经过和伤亡人数
.

事故环境空气

李淑芬 曹万夫 张 渊

中的 O
:

、

C O
:

浓度
,

采用奥尔萨
一

隆格氏仪
,

D X 一 82 氧

测定仪 ; R l 一 4 n A 红 外线 CO :

测 定仪测 定
; N 0

2
、

H
Z
S

、
N H

3

等气体分别采用盐酸蔡乙二胺
、

硝酸银
、

纳

氏试剂比色法
。

2 结果

2
.

1 缺氧事故发生情况

1 9 8 5 ~ 1 990 年哈尔滨市工厂企业共发生 7 起缺

氧事故
,

见下表
。

缺氧事故发生情况及环境测定结果

事故地点 事故原因
O :

浓度
(% )

C O : 浓度
(% )

事故数 受害人数 死亡人数 生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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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厂制酒车间

某厂水暖工段

某厂值班室

某构件厂

某筑路工段

某小学校

某基建施工队

取窖内发醉料

闭地下管道水闸

用液化气取暖

入防空洞取工具

开地下管道水闸

修机井清土方

挖基础清土方

合 计 1 4
.

0 (又 ) 6
.

6 (又)

从上表可见
,

在 7 起缺氧事故中有 18 人受害
,

死亡

7 人
,

病死率为 38
.

9%
,

表明缺氧事故的危害十分严重
。

2
.

2 典型事故

某构件厂 1人去防 空地道取工具
,

行至地道中部

时
,

突然手脚失控落入洞底
,

先后有 6 人下去救助
,

均

出现四肢瘫软
、

面色苍白
、

呼吸微弱
、

动作失调和反应

迟钝等症状
,

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
,

但洞 底 1 人抢救无

效死亡
。

事故发生后
,

经测定地道下部空气中 O :

含量

1 0
.

4 %
,

C O
:

含量 9
.

8 %
,

N H
3 、

H
Z
S

、

N O
:

均未检出
。

1 9 8 6 年 9 月工人在某小学校修复旧机井
,

第一天

清除地面以下 5 米深的土方
,

未发生异常现象
,

第二天

上午继续工作
,

两名工人到达井底后 尚未开始工作即

不醒人事
,

立即被送往医院
,

经抢救无效死亡
。

井下空

气中 O
:
含量 1 2

.

6写
,
C O

:
含量 8

.

2写
,

N H
3

、

H
ZS

、

N 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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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常见法采集空气样品 比色定量
,

结果均未检出
。

1 9 8 7 年 3 月 28 日水泥 厂液化气站更夫于下午 5

时应用液化气炉取暖
,

次日上午 7 时发现更夫 已死亡

多时
,

后经模拟现场测定 O
:

含量 17 %
,

C O
:

含量为

7
.

4 %
,

C O 含量 30 m g /m
3

以下
。

2
.

3 缺氧事故现场环境空气中 0
:

和 CO :

分析

从对 7 起缺氧事故现场环境中的 0
2

和 C O
:

含量

测定结果看
,

O
:

含量最高 18
.

8 %
,

最低 10
.

4%
,

C 0
2

含量最高 9
.

8 %
,

最低 1
.

3 %
。

3 讨论

3门 缺氧事故原因分析

吸入空气中的氧分压低于 1 6 k P
a ( 16 % )时即可发

生缺氧
。

调查中有一起是由于有机物发酵耗氧过多造

成的缺氧 ; 另一起是 5 米深井下积累的大量腐烂有机

物耗氧过多造成的缺氧
;
挖掘土方时的缺氧是由于较

深地层中有吸收氧或稀释空气的物质
,

使空气中含氧

量降低而缺氧
;

某厂值班室内发生的缺氧事故是 由于

长时间在通风 不良的室 内燃烧石油液化气
,

使室 内空

气中氧的大量消耗和二 氧化碳的大量聚积所致
。

3
.

2 发生缺氧事故时氧的浓度

一般认为空气中氧的浓度在 14 ~ 16 % 时
,

即可发

生缺氧现象
,

而且缺氧与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同时存在

时
,

有相加作用
。

当空气中 C O :

达 5% 时
,

可引起乏氧

现象
。

C O
:
达 10 % 时可使人窒息而死亡

,

但此次调查

发现发酵池内 0
:

含量 1 8
.

8 %
,

C O :

含量 1
.

3 %时即发

生缺 氧现象 ; 在 值班室 内 0
:

含量 17 %
,

C O
:

含量

7
.

4% 时还造成死亡
。

这可能是由于事故发生后
,

现场

被开放
,

新鲜空气侵入
,

使空气中 0
:
含量增加有关

。

总之
,

在本次调查中
,

除某厂制酒车间外
,

其他 6 起缺

氧造成的死亡事故的环境空气中 0
:
含量均数为 1 3

.

2 %
,

C O :

含量均数为 7
.

5%
,

与有关报道结果基本一致
。

3
.

3 缺氧事故的危害及预防

本次调查的 7 起事故中有 6 起发生死亡
,

死亡 7

人
,

病死率 38
.

9% ;某构件厂的缺氧事故中有 7 人受

害 1 人死亡
,

6 人长期病休
,

可见缺氧事故造成的后果

十分严重
,

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

如进行坑道
、

矿山
、

巷道
、

池槽等作业前必须充分通风
,

有条件时采用鼓风

机或空气泵正压送风
,

待确保氧含量上升到 正常时方

可进行作业
。

(收稿
: 1 9 9 4一 1 0一 0 6 修回

: 19 9 5一 0 7一 10 )

乡镇石场接尘工人矽肺患病情况调查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 5 1 0 2 6 0)

我们于 1 9 8 6~ 1 9 9 1 年先后对 8 间乡镇石场作业环

境及接尘工人矽肺患病情况进行了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凡接触石尘作业一年以上的打石工人均为本次调

查对象
,

并询 问和 登记职业史
,

既往病史及收集以往矽

肺普查资料 (如胸片
、

粉尘测定等 )
。

因各石场经济条件

所限
,

只对接尘工龄 3 年以上的工人作胸部 X 线照片

检查
。

并测定粉尘浓度
、

分散度和游离 51 0
:

含量 (按国

标 G B 5 7 4 8 一 8 5 方法进行 )
。

矽肺诊断按国标 ( G B 5 9 o 6

一 8 2 标准 )诊断
,

由当地矽肺诊断机构负责诊断
。

2 调查结果

2门 概况
:
8 间石场总接尘人 数 1 364 人 (男 9 6 3

、

女

40 1 )
。

年龄 16 一 58 岁
。

工龄 1一 34 年
。

除两间生 产石

碑和磨刀石外
,

余场为生产石米
、

石子
、

片石 和方石
,

供

道路维修和建筑使用
。

各石场的生产设备
,

职工来源 (均来自附近村民和

外来民工 )基本相同
。

工人们每天工作 6一 8 小时
。

以半

机械化和手工操作为主
,

且多为干式作业
,

加上设备简

陋
,

无防尘措施
,

粉尘污染严重
。

李文 勇 匪遭国 邵木兰

2
.

2 粉尘监测
:

各石场生产环境空气中的粉尘浓度均

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 Zm g / m , )的 15
.

2一 82
.

9 倍
。

不同

工种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平均值 )为
:

风 钻工 108
·

Zm g /

m
3 ,

其次 为破碎工 ( 9 4
.

s m g / m
3

)
,

爆破 工 ( 8 3
.

7m g /

m
3
)

,

手锤凿岩工 ( 7 2
.

3m g / m
3
)

,

筛石工 ( 5 8
.

6m g / m
3 )

,

轧石工 ( 4 4
.

3m g /m
3

)
,

运石工 ( 3 8
.

Zm g /m
3
)和修石工

( 3 7
.

6m g /m
3 )

。

2
.

3 矽肺患病情况
:
8 间石场共 923 人 (工龄 3一 34

年 )进行胸部照片检查
,

结果 72 例 (男性 )被诊断为石工

矽肺
,

患病率 7
.

5 %
。

o + 5 2 例 (男 6 9
、

女 2 2 )
,

占 5
.

8 %
。

病期构成
:

x 期 4 6 ( z + T B 1 5 )例
,

I 期 1 6 ( I + T B 7 )

例
,

, 期 10( l + T B 6) 例
。

发病年龄 23 ~ 56 岁
,

平均

4 1
.

4 7 士 8
.

9 6 岁
。

发病工龄 3
.

1一 2 5
.

2 年
,

平均 1 2
.

1 4

士 5
.

2 1年
。

患病率风钻工最高 ( 13
.

6环 )
,

其次为破碎
、

手 锤凿岩 (分别为 7
.

8 % )
,

其余为爆破 ( 6
.

9 % )
,

筛石

2
.

9 %
,

修石 3
.

。 %
,

轧石 2
.

2 %
,

运石 1
.

8写
。

2
.

4 胸部 X 线表现
:

石工矽肺的 X 线表现
,

主要是

在胸片上见到类圆形阴影 比较粗大 (以 q r/ 为主 )
,

密

集度一级
。

多分布在两中上肺区
,

且密度高
,

边缘整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