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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胸片上显得较为清晰
。

2
.

5 合并症与死亡情况
:

2 7例患者中合并肺结核 8 2

例 ( 5 3
.

9 % )
,

肺气肿 一3 例 ( 1 8
.

2% )
,

气胸
、

胸膜增厚
、

肺心病等 8 例 (l 1
.

1 % )
。

死亡 巧 例
,

占 2 0
.

8 %
。

年龄

43 一 6 1 岁
。

多合并肺结核或气胸病后发生死亡
。

3 讨论

引起石工矽肺发生的根本原因
,

是生产环境空气

中的粉尘浓度和游离 51 0 :

含量
。

本文调查的 8 间乡镇

石场
,

粉尘浓度最 高 3 8 6
.

4m g /m
3 ,

游离 51 0
2

含量

88
.

4%
。

本次检 出石工矽肺 72 例
,

患病率 7
.

8 %
,

说

明乡镇石场生产性粉尘对工人健康的危害是比较严重

的
。

对此
,

当务之急是加强劳动卫生监督
,

更新生产设

备
、

改革工艺流程
、

改善工作条件
,

建立防尘设施
,

降

低粉尘浓度乃为防止矽肺发生的关键
。

建议各有关部

「1加强对乡镇石场的管理
,

坚决执行《乡镇企业劳动卫

生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严禁干式作业
,

采用湿式作

业
,

减少矽肺病的发生
。

(收稿
: 1 9 9 4一 0 6一 0 4 修回

: 19 9 4一 0 9一 10 )

丙烯睛对女工生殖机能影响的调查

兰州医学院劳动卫生教研室 ( 7 3 0 0 0 0) 李芝兰

丙烯睛是有机合成工业中较常见的毒物
,

其毒性研 1
.

3 统计分析

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

但丙烯睛对人类生殖损伤的报道 凡有近亲婚配史
、

家族遗传病史
、

畸形史及无生育功

甚少
。

为此
,

我们在 199 1年 3一 4 月进行了丙烯睛对作 能者均不作为统计对象
。

统计妊娠次数时
,

凡人工流产以

业女工生殖结局影响的回顾性调查
,

旨在为防护和控制 及孕期有患病
、

用药
、

饮酒
、

X 线接触者均予以剔除
。

职业危害
、

保护工人及其子代的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

2 调查结果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2
.

1 车间空气中丙烯睛浓度

1
.

1 调查对象 根据厂方所提供的 1 9 8 9
、

1 9 9。 年检测 月报表数

选择兰州某化学工业公司接触丙烯睛作业且结婚 据
,

在 1 55 个测值中
,

丙烯睛平均浓度为 16
.

3 5m g /m3

1年以上的女工 3 79 人为接触组
,

平均年龄 3 3
.

9 5 岁 (0 一 15 2
.

88 m g /m 3
)

,

其中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2 m g /

( 2 2
.

7 5一 5 4
.

5 3 岁 )
,

平均工龄 1 4
.

1 0 年 ( 3
.

2 5一 3 4
.

4 2 m
3

) 的占 9 2
.

9 0%
。

年 )
。

另选不接触化学毒物的被服厂
、

生物所工龄 1 年 2
.

2 接触丙烯腊女工的生殖结局

以上的已婚女工 对 1 人为对照组
。

两组在年龄及工龄 经统计分析
,

接触组妊娠合并症 (2 0
.

80 % )
、

早产

构成上基本一致
。

(1 1
.

62 % )
、

出生缺陷 (2 5
.

4%
。 ) 的发生率与对 照组的

1
.

2 方
一

法 差别具有高度显 著性 ( P < 。
.

0 1 )
,

且接触组 不孕

由专业人员填写专用调查表
,

按中国预防医学科 ( 2
.

64 % )
、

过期产 (3
.

87 % ) 比对照组高的差异也具有

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 9 8 9 年制定的《工 人生 统计学意义 (尸 < 。
.

0 5 )
。

尽管新生儿死亡
、

围产期死

育情况观察指标的判断标准 》和 《调查表填写说明 》进 亡两组间的差别尚无统计学意义
,

但相对危险度分别

行回顾性个案调查
。

为 4
.

11
、

2
.

26
,

仍显示 出有增高的趋势
。

见表 1
。

表 1 接触丙烯腊女工生殖结局与对照组的比较

接 触 组 对 照 组

观察数 阳性数 观察数 阳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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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尸< 。
.

05
, * ,

p < 。
.

01 以下表同 (与对照组相比 )
。
乙妊娠合并症同时有几项者

.

只作 1 例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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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男女工双方均接触丙烯睛与仅女工接触 一 项指标外
,

其余各项指标的发生率均比单接组高
。

详

丙烯腊对生殖结局的影响
,

我们又进 一步将接触组分 见表 2
。

为两组
,

即双接组和单接组
。

发现双接组除新生儿死亡

表 2 男女双方均接触丙烯睛与女工单方接触者生殖结局的比较

率一肠

双 接 组

观察数 阳性数 率

早 接 组

观察数 阳性数
R R A R R B R R e

不孕症 (% )

妊娠合并症 (% )

自然流 产 (% )

早 产 (% )

过期产 (% )

死胎死产 (% )

出生缺陷 (%
。
)

新生儿死亡 (% )

围产期死亡 (%
。
)

1 0 4

1 3 3

1 3 3

12 0

1 2 0

1 2 0

11 6

1 1 6

12 0

3 2
.

8 8

2 8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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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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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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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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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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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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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1
.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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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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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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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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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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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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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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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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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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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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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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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R R A 一双接组发生率 /单接组发生率 R R B 一双接组发 生率 /对照组发生率 R R。 一单接组发 生率 /对照组发 生率

双接组的死胎死产发生 率 (3
.

33 % ) 与单接组 (尸 < 。
.

0 5)
;

特别是男女双方均接触丙烯睛后
,

不孕
、

(0
.

63 % ) 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 ( p < 。
.

0 5 ) ;
双接组与 妊娠合并症

、

自然流产
、

早产
、

过期产
、

死胎死产
、

出

对照组相 比
,

妊娠合并症
、

早产
、

过期产
、

出生缺陷发 生缺陷
、

围产期死亡的危险度较女工单方接触者更高
。

生率增高
,

均具有高度 显著性 (尸 < 。
.

0 1 )
,

且死胎死 故我们认为丙烯睛不仅对女性的生殖机能具有损伤作

产
、

围产期死亡与对照组的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尸 用
,

对男性的生殖毒性也值得进一 步研究
。

女工职业性

< 。
.

05 ) ;
单接组妊娠合并症

、

早产
、

出生缺陷发 生率 接触丙烯睛引起异常生育危险度增加的原 因
,

尚有待

比对照组高的差异也具有高度显著性 (尸 < 。
.

01 )
,

且 今后进一步探讨
。

不孕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尸 < 。
.

0 5)
。

鉴于 车间空气中丙烯睛浓度超标现象较为严重
,

3 讨论与分析 且在此条件下进行生产
,

作业女工的异常生育危险度

据报道
,

丙烯睛对啮齿类动物具有胚胎毒性和致 增加
,

为确保作业工 人及下一代的健康
,

应采取措施
,

畸作用
。

我们调查中发现
,

丙烯睛作业女工不孕
、

妊娠 降低车间空气中丙烯睛浓度
。

合并症
、

早产
、

过期产
、

出生缺陷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 (收稿
:

19 94 一 06 一 30 修 回
:

19 95 一 06 一 2 0)

自由基职业医学学组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自由基职业医学

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业委员 会自由基职业医学专业学组于 1 9 9 5 年 9 月 12 一 15 日在兰州 召开了成立大

会暨首届全国 自由基职业医学学术研讨会
。

会议由学组挂靠单位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 医院王永昌院长宣布开

会
。

职业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任引津主任代表专委会宣布正式成立 自由基职业医学学组的决定
。

中国石化

总公司安全监督办公室高维民副主任致开幕词
,

高副主任在开幕词 中指出
:

自由基职业 医学学组的成立
,

是职业

病防治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

它标志着职防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首届全国 自由基职业 医学学术研讨会
,

以邀请国 内著名的自由基生物医学
、

职业病学
、

自由基化学的专家作

学术报告为主
,

同时结合临床实际进行学术交流 为辅
。

学术报告内容为
:

( 1) 国 内职业病临床的动态 (任引津 ) ;

( 2) 自由基医学导论
,

自由基与衰老及疾病的关系 (郑荣梁 ) ; ( 3) 自由基损伤的化学基础 (刘中立 ) ; (4 ) 自由

基与致癌
、

促癌及防癌的关系 (林仁混
.

台湾 ) ; ( 5) 自由基与重金属 中毒 (萧水银
.

台湾 )
;
( 6) 自由基与职业

危害的关系 (赵金垣 )
;

( 7) 抗 自由基 治疗在急慢性职业中毒时的临床应用 (刘凯勋 )
。

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代表普遍认为学术报告内容丰富
,

与职业病防治联系紧密
,

学术水平很高
,

促进了知识更

新
,

有利于今后从亚分子水平上来认识职业危害本质
,

对进一步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有很大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