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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岗位分布
:

以生产冶炼系统为多
,

占恶性肿瘤总

死亡 的 8 6
.

7 9 %
;
机关后 勤系统较少

,

占总死亡的

13
.

21 %
;
生产岗位死亡人 口与非生产岗位死亡人 口有

明显差异 ( u
= 2

.

8 6 0 7
,

P < 0
.

0 1 )
。

2
.

4 恶性肿瘤死亡谱
:

该厂 4 年来报告恶性肿瘤死亡

共 10 种
,

以肺癌为最高
,

占恶性肿瘤总死亡数的

3 9
.

8 7 %
;
其次是 胃癌占 29

.

90 %
,

其他恶性肿瘤 占

17
.

44 %
。

肝癌
、

食管癌
、

肠癌各占 9
.

96 %
,

白血病占

4
.

96 %
。

与全国恶性肿瘤死亡顺序位次有明显不同
。

3 小结

3
.

1 该厂 4 年恶性肿瘤死亡流行病学分析
:

全部死亡

率为 37 1
.

3 4 / 1 0 万
,

恶性肿瘤死亡率为各类死因之首
。

3
.

2 全厂两个调查片恶性肿瘤死亡共 10 个病种
,

以

肺癌死亡数最多
,

居首位
。

3
.

3 各类恶性肿瘤死亡 以生产岗位较高
,

厂机关片发

病较低
。

这可能与生产岗位接触有害烟尘有关
。

本厂的

白血病死亡率较高值得重视
。

3
.

4 恶性肿瘤性别死亡率比较
,

除女性中乳腺癌死亡

率较高外
,

其他各类恶性肿瘤死亡率均男性高于女性
。

(收稿
: 1 9 9 4一 1 1一 1 8 修 回

:
1 9 9 5一 0 4一 0 7 )

局部振动病甲皱微循环观察
徐州矿务局职防院 ( 2 2 10 0 6) 吴 荃

职业性局部振动病以末梢循环及末梢神经功能障 后受检
。

碍表现为主
,

我院对本局井下掘进工人发生的局部振 1
.

2
.

2 用徐光产 W X一 75 3 B 型微循环显微镜
,

放大

动病进行甲皱微循环观察
,

现分析如下
。

80 倍
,

专人检查
。

1 观察对象和方法 1
.

2
.

3 观察指标按管拌形态
、

流态
、

拌周状态共 16 项

1
.

1 选择对象
:

按国家诊断标准 ( G B 4 8 6 9一 8 5) 确 指标 ( 田牛
,

等
.

微循环基础与临床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诊为轻度局部振动病 n 人
,

振动作业观察对象 13 人
,

社
,

1 9 86
; 3 4 5) 观察记录

。

流态采用半定量七等级记录
,

均男性
,

从事掘进工作 8 ~ 22 年
,

年龄 36 ~ 48 岁
。

积分值按综合定量分析的加权积分值评分 ((( 甲璧微循

1
.

2 方法 环检查手册 》
.

解放军总后卫生部
.

1 9 87
; 5 )

。

1
.

2门 受检者在微循环室内 (1 8 士 oZ )C 休息半小时 2 观察结果

局部振动病及观察对象甲皱微循环观察结果及与普通人群正常值 比较

观察指标 轻度振动病 ( n 人 ) 观察对象 (l 3 人 ) 普通人群正常值
.

清晰度

管拌数

管径
奋{思}

拌 长

异形管拌率 %

流 速

红细胞聚集

渗 出

出 血

乳 头

汗腺导管

总积分值

,
田牛

,

等

3 讨论

模糊 2 例

7
.

1 5士 1
.

5

9
.

1 8士 1
.

1

1 0
.

9士 1
.

2

16 1
.

8士 5 1
.

1

53
.

6士 13

粒线流 8 人
,

粒流 2 人
,

粒摆流 1 人

轻度聚集 6 人
,

中度聚集 1 人

3 人

2 人 (陈旧性小片状 )

平坦 6 人

> 3 条 /指者 6 人

3
.

2士 0
.

6 9

模糊 3 例

7
.

4 3士 0
.

3 9

9
.

3 8士 0
.

8

1 0
.

9 8士 0
.

8

2 0 3
.

8士 5 8
.

3

4 4
.

6士 1 0
.

6

线粒流 7 人
,

粒线流 5 人
,

粒流 1 人

轻度聚集 5 人

1 人

2 人 (陈旧性小片状 )

平坦 5 人

> 3 条者 7 人

2
.

3 3士 0
.

4 2

清晰

8
.

0士 1
.

0

1 1士 2

14士 3

2 0 0士 5 0

< 3 0 %

线流
、

线粒流

无~ 轻度

无

无

波纹状

。 ~ 2个 /一指甲囊

< 1

实用临床微循环学
.

军事科学 出版社
, 1 9 8 8

由上表观察结果可见局部振动病甲皱微循环以管

径变细 (痉挛 )
、

管拌畸形
、

管拌长度变短
、

红细胞聚

集
、

汗腺导管增多等改变为主
,

与普通人群 比较有明显

改变
。

其余观察指标如血管运动性
、

白细胞数
、

血色
、

4 4

乳下静脉丛等均较普通人群无明显改变
,

未例入表内
。

通过本次观察
,

证实局部振动病存在较严重的末梢循

环功能障碍患者出现白指
、

手冷感
、

手多汗等症状
.

存

在一定的病理改变依据
。

微血管纤细痉挛
、

血流缓慢及

红细胞聚集导致血粘度增高
,

微循环阻力增加
,

徽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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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减少
。

随病情加重
,

积分值增加
,

应及时予扩血管
、

改善微循环治疗
。

由于病例数较少
,

尚不能说明轻度局部振动病及

观察对象二者之间的微循环变化的程度
,

有待今后探

讨
。

但无论是轻度局部振动病还是观察对象微循环发

生改变是明确的
。

(收稿
: 1 9 9 4一 0 8一 2 0 修回

: 1 99 5一 0 6一 0 7 )

包头市正常人群红细胞锌原 D卜琳正常值范围的确定

包头市防疫站 ( 0 1 4 0 3 0) 李俊峰 邢补泉 郝哗波 李永平 胡功成

为了确定我市正常人群中 Z P P 的正常值范围
,

我 仪器研究所产 (出厂时已校正 )
;
H b一 1 0 0 2 型血红蛋白

们对包头地区非接触铅的正常人群进行调查研究
。

仪
,

上海市粤海科学仪器厂制 (使用前用标准液校 正 )
。

选择包头地区无铅接触史
,

无贫血及其他血液病
,

方法
:

H b
、

Z P P 测定均采耳垂血
,

每人测定两次且

无肝
、 ’

肾疾患以及未服用影响叶琳代谢药物的健康人 要求两次测定值之差 H b < 5 9 / L
、

Z P P < 0
.

5滩 / g
,

共查

群 (如饮食服务人员
、

中学生等 ) 共 3 20 人进行调查
。

8 58 人
。

按 5 岁的组距将男女各分 8 个组
,

然后对这 16

年龄 20 一 60 岁
,

男女各半
。

个年龄组内的《调查测定表 》分别编上序号
,

再按随机

仪器
:

X Y一C 型锌原叶琳荧光测定仪
,

西安生化 抽样表对每组抽取 20 人
,

共计 3 20 人
,

结果见下表
。

包头市正常人群 Z P P 正常值范围 拜m ol / L (腿 / g H b)

性 别 例 数 年龄 ( 岁 ) 范 围 均 数 95 % 上限 尸

2 0 ~ 6 0 0
.

1 1 ~ 1
.

0 1

2 0 ~ 6 0 0
.

1 1 ~ 1
.

2 6

0
.

5 6

0
.

5 4

1
.

0 1

0
.

9 4

> 0
.

0 5

00
ó卜é几b男女

合计 2 0 ~ 6 0 0
.

1 1 ~ 1
.

2 6 0
.

5 4 0
.

9 6

本文通过对 3 20 例非接触铅的正常人群分析
,

结

果 9 5 %上限为 0
.

9 6拜m o
l / L ( 4

.

3拜g / g H b )
,

男女 Z P P

值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

建 议 本 地 区 正 常 值 上 限 为

l
·

1 2拜m o
l / L ( 5

·

O拜 g / g H b )
。

(收稿
: 1 9 9 4一 0 9一 0 5 修回

: 19 9 4一 1 2一 1 9 )

“

升血调元汤
”
治疗白细胞减少症疗效观察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5 1 0 4 2 0) 梁智万

广州潘高寿药厂生产的
“

升血调元汤
”
〔粤卫药准 效果观察

。

观察对象 44 例中
,

慢性轻度苯中毒 14 例
,

苯

字 ( 1 9 8了年 ) 第 A 17 一 0 23 号〕 是一种中成药制剂
,

主 中毒观察对象 30 例
;
其中男性 13 例

,

女性 31 例
。

要成份为鸡血藤
、

骨碎补
、

首乌
、

黄蔑
、

党参
、

佛手等
,

服药方法
:

每日早
、

晚各 口服一次
,

每次 25 m l
,

连

具有补气养血
、

健脾固肾的功效
。

续服用 28 天
。

服药前后定期测定手指末梢血白细胞总

本院自 1 9 8 5 年以来
,

一直应用此药综合治疗由于 数及分类
、

血色素
、

血红蛋 白和血小板计数
,

并进行对

慢性中毒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
,

并作了连续 4 周的治疗 照
。

结果见下表
。

44 例白细胞减少症患者服药前后血象分析

项 目

白细胞 ( 又 10 9

/ L )

血红 蛋白 ( g / L )

红细胞 ( 又 1 0 ’ “
/ L )

服药前又士 S

3
.

8 6士 0
.

15

9 4士 3

3
.

1 5士 0
.

16

服药后 又士 s

5
.

0 7士 0
.

2 8

1 2 1士 4

3
.

7 6士 0
.

19

2 5

4 7

4 8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讨论
:

本品纯中药制成
,

从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均

未见毒性作用和不 良反应
.

并确有增强免疫力和提升

白细胞的功能
,

可用 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

及病后虚弱
、

贫血等
,

亦适用于癌症患者放疗
、

化疗后

的白细胞减少
。

本院近年来使用该药用于治疗苯及其

衍生物所致的白细胞减少症
,

疗效显著
,

值得推广
。

( 收稿
: 1 9 9 5一 0 6一 0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