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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精子畸变试验

结果见表 3
。

精子畸变率实验组与阴性对照组 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 (尸 > .0 50 )
。

表 3 双效灵小鼠精子畸变试验结果

组 别 动物数
检查

精子数

畸变

精子数

畸变率

(又 1 0一 3 )

6 2
.

s m g / kg

1 25 m g / k g

2 5o m g / kg

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 5 0 0 0

1 6 2

17 8

17 5

17 3

3 8 0

3 2

3 5

3 5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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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实验研究结果未见双效灵有胚胎毒性与致畸作

用
,

A m e s
试验检测为阴性

,

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

核率和精子畸变率
,

各剂量组与阴性对照组 比较无显

著性差异
。

我们曾测定了双效灵的急性毒性和蓄积性
,

其大鼠经 口 L o s 。

为 5 3 3 ( 4 6 5~ 6 1 2 ) m g / k g
,

蓄积系数

大于 5
,

表明其为低毒弱蓄积物质
。

据报道
,

双效灵对

小鼠经 口 L D
S。

为 1 2 0 0m g k/ g
,

无致畸与致癌性
.

与本

实验结果一致
。

我们对双效灵进行的毒理学研究结果

表明
,

其毒性低
,

蓄积性弱
,

未见其有致畸作用和诱变

性
。

结合文献资料
,

我们认为双效灵是一种理想的有发

展前途的安全性农药
。

(收稿
: 1 9 9 5一 0 9一 1 0 )

三硝基甲苯作业工人的心电图分析

任爱 国
`

李福玉
2

杨彩萍
2

王健美
2

韩向午
,

三硝基甲苯 ( T N T ) 作为火药的主要成分
,

在我

国应用非常广泛
。

T N T 可以造成多系统或器官的损

害
,

如肝脏
、

晶状体等
。

但 T N T 对心血管 系统的影响

还未肯定
。

我们在对某火药厂职工体检时
,

对 T N T 现

职作业工人进行了心电图 ( E C G )检查
,

并利用无 T N T

接触史的同厂工 人作为对 照
,

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门 调查对象

接触组为某火药厂 有 T N T 接触史的在职工 人
;

对照组为同厂没有 T N T 接触史的其他人员
。

1
.

2 调查方法

1
.

2门 调查表 采用统一的调查表
,

调查内容包括一

般情况
、

职业史
、

吸烟史
、

饮酒史
、

参加工作前的心脏

病史等
。

1
.

2
.

2 E C G 的描记 用 C
a r d io f

a x E C G 一 6 5 1 1 心电

图机对所有研究对象作 12 导联 E C G
。

E C G 报告由专

业人 员作出
。

1
.

2
.

3 E C G 诊断标准 以 《诊断学 》 一书为标准
。

1
·

2
.

4 资料处理 用 D B A S E I 建库
,

S A S 软件 ( 6
.

0 3

版 ) 做统计学 处理
。

2 结果

2门 基本资料

本厂是生产钱锑炸药 (含 T N T 约 10 % ) 的老厂
,

共有现职 T N T 作业工 人 4 12 人
,

实际受检人数 244

人
,

受检率 5 9
.

2 %
。

因调查资料 不完整等因素排除 6

名
,

列入分析人数共 238 名
;
对照组 91 名

。

2
.

2 两组某些 因素的均衡性检验

对有可能影响 E C G 的各因素
,

如年龄
、

性别
、

吸

烟指数 (每 日吸烟量 x 吸烟年数 )
、

饮酒指数 (每日饮

酒量 又 饮酒年数 ) 等进行均衡性检验
,

结果显示
,

以上

可能影响 E C G 的因素在两组 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

2
.

3 两组 E C G 总异常率比较

E C G 异常包括真正异常 E C G 和正常变异 E C G
。

各种异常例数按人次计算
。

接触组与对照组 总的 E C G

异常率分别为 53
.

4% 和 46
.

2 %
。

经统计学检验
,

两组

间无显著性差异 (尸一 0
.

24 2 )
。

两组男性 E C G 异常率

分别为 60
.

1%和 50
.

。 % (尸 一 0
.

19 3 ) ;
女性分别为

5 1
.

6 %和 4 5
.

7 % ( P 一 0
.

5 5 3 )
。

2
.

4 两组 E C G 各种异常项次 比较

接触组 S T一 T 异常率较高
,

为 1 8
.

9 %
,

对照组为

12
.

1%
,

但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
。

窦性过缓和窦

性不齐对照组 (分别为 1 6
.

5% 和 1 8
.

7% ) 高于接触组

(分别为 13
.

8 %和 14
.

3 % )
,

差异无显著性
。

接触组有

4 例室性早搏 (l
.

7% )
,

对照组则未发现该种异常
。

2
.

5 剂量
一

反应关系分析

对接触组
,

分别统计工人在各工种的工作年限
,

然

后乘以该工种工人血中 T N T
一
H b 加合物平均含量

,

华北煤炭 医学院顶防医学系 ( 0 6 30 0 0)

辽 宁省阜新矿务局职业病防治所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96 年第 9卷第 2 期

再累加就可 以得到 截止检查月每人 T N T 累积接触指

数
;
对照组 累积接触指数为 。 ,

按累积接触指数分组分

析
,

未见与 E C G 异常之间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对年龄
、

性别
、

吸烟
、

吸烟指数
、

饮酒
、

饮酒指数

等调 整后
,

接 触组 与对 照 组 E C G 异 常率 分别 为

52
.

2% 和 4 4
.

3写
,

差别仍无显著性
。

在对这些因素调

整后
,

最高接触剂量组的异常率为 56
.

6%
,

比对照组

高 12
.

3 %
,

但经统计学检验也无显著性差异
。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

T N T 接触组 E C G 异常率为

5 3
.

4%
。

除其他因素之外
,

各次调查的 E C G 异常率差

异可能与 E C G 诊断标准不一致有关
。

本次调查未结合

临床
,

所报告的 E C G 诊断结果将正常变异 E C G 定义

为异常的一种
,

故所得 E C G 异常率不是一个保守的估

计值
。

另外
,

本次研究中
,

E C G 的报告是在报告者不

知被报告人职业史的前提之下作出的
,

避免了主观上

的诊断偏倚
。

T N T 接触组与对照组比较
,

E C G 总异常率无显

著性差异
。

在调整了年龄
、

性别
、

吸烟
、

吸烟指数
、

饮

酒
、

饮酒指数等可疑影响因素之后
,

两组的 E C G 异常

率仍无显 著性差异
。

按 T N T 累积接触指数分组分析
,

未发现与 E C G 异常率之间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虽然

高剂量接触组 E C G 异常率比对照组高 1 2
.

3%
,

但经

统计学检验
,

差异亦无显著性
。

在以往的全 国 T N T 中毒普查及兵器工业部 T N T

中毒流行病学调查中均未发现 T N T 接触工人心血管

系统症状的检出率明显增高
。

本次调查结果与之相一

致
。

本次调查研究属 于横断面调查
,

所以存在横断面

调查所共有的缺陷
,

即所调查的 T N T 作业工人均为

现职工人
,

而未包括那些 已经退休的工 人
。

而这部分人

多具有较长的 T N T 接触史
。

但据了解
,

近年退休的工

人多数是因为
“

就业调整
” ,

而非健康缘故
。

因而对本

次调查结果影响不大
。

受检率低是本次调查中存在的另一缺陷
。

但该火

药厂以前体检不包括 E C G 检查
。

因此
,

那些未参加体

检者并不知道 自己的 E C G 正常与否
。

部分工人可能由

于
“

自我感觉 良好
”

而未参加该次体检
,

而受检者可能

包括少部分自认为
“

心脏不太好
”

的工人
,

所以受检率

低并未低估了 T N T 作业工人的 E C G 异常率
。

总之
,

本次研究未发现 T N T 作业工人的 E C G 异

常改变增多
。

有关 T N T 对作业工 人 E C G 的影响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

(华北煤炭医学院预 防医学 系 90 级学生郭永高
、

刘国庆
、

魏秀丽
、

魏 以秋参加 了本此调查
,

特此致谢
。

)

(收稿
:

1 99 5一 0 7一 10 修回
:

1 9 9 5一 1 0一 26 )

汽油对作业人员健康危害性研究
河北省职业病防治所 ( 0 5 0 0 4 1 ) 张 建华

汽油系多种烃类的混合体
,

由于分子结构复杂
,

对

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为进一步明确 汽油对人体的

慢性危害作用
,

我们对某胶鞋厂进行了车间毒物水平

监测并对接触人员做了职业性体检
,

现分析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接触组为石家庄市某胶鞋 厂单纯接触汽油 (不接

触其他有机溶剂 ) 一年以上 人员 38 名 (男 6
,

女 32 )
,

年龄 3 0
.

66 士 7
.

4 9 岁
,

工龄 3
.

87 土 3
.

38 年
,

对照组为

不从事尘毒作业者共 72 人
,

两组条件基本类同
,

有可

比性
。

1
.

2 内容与方法

对所有调查对象均详细询问职业史
、

自觉症状及

进行体征检查
、

常规心电图检查和血常规测定
。

血清中

免疫球蛋白 (I g A
,

坛G
,

Ig M ) 含量使用单向琼脂免疫

扩散法
;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百分率采用

Q 一乙酸蔡酷酶

( A N A E ) 染色法
。

以上项 目均由技术熟练的专门人员

操作
。

根据车间生产情况
,

选择有代表性采样点分别取

样测定车间空气中汽油含量
。

采用气相色谱法
。

2 结果

2
.

1 劳动卫生学监测

共选择 6 个有代表性的采样点
。

经测定
,

车间空气

中 汽 油 含 量 为 1 4 9
·

4 士 1 1 1
.

7 8m g /m 3 ( 7 2
.

1 一

42 .3 4m g /m
3

), 除搅浆外
,

均未超过国家卫 生标 准

( s s o m g / m 3 )
。

2
.

2 体检

2
.

2
.

1 自觉症状与体征检出率 接触组头痛
、

头晕
、

咽部症状
、

咽粘膜充血
、

扁桃体充血肿大
、

鼻粘膜改变

(充血
、

干燥 ) 及月经周期紊乱等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