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4
.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6 9年第 9卷第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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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型炼油厂作业职工恶性肿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中石化恶性肿瘤流调协作组

大型石油炼厂流调结果国内报道较少
,

国外报道

结果 不一
。

为探讨本行业恶性肿瘤的死亡状况及是否

与职业有联系
,

本文对北京燕 山
、

大连
、

兰州
、

南京
、

上海高桥
、

大庆
、

新疆独山子等炼油厂做了恶性肿瘤流

行病学调查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对象

凡 1 9 71 年 1 月 1 日工资在册
、

工龄满一年以上 的

职工均为队列成员
。

分析时剔除接触射线及其他致癌

物者 (苯例外 )
。

队列成员填好
“

职工情况调查表
” ,

死

亡人员在填好此表的同时
,

还要填好
“

死 亡人员调查

表
” ,

把核实后的年龄
、

死亡年月 日
、

疾病名称
、

确诊

依据
、

确诊医院等填入核实栏内
。

参照国际疾 病分类

( CI D
一

9) 原则进行疾病分类
。

失访率不得大于 5 %
,

癌

症 工
、

兀级诊断率不得低 于 90 %
。

各部位恶性肿瘤统

计中不包括大庆炼油 厂
。

各炼油厂以各自所在地区人群为对照
,

并与 1 9 8 3

年全国大城市 (简称全国 )年龄别死亡专率及全国九大

初轧厂 (简称初轧 ) 年龄别死亡专率进行比较
。

1
.

2 方法

1
.

2
.

1 统计工种的划分基本以最长工龄划分其统计

工种
。

苯可溶物测定浓度梯度不明显
,

绝大多数样品浓

度在 o
·

Z m g / m
,

以下
。

1
.

2
.

2 工作区的划分按加工深度及成品划分
,

分为

沥青及使用工作区 (0 6 )
、

润滑油及石蜡工作区 (0 5)
、

燃料油工作区 (0 3 )
、

化工工作区 ( 。 2 )
、

检修工作区

( 0 7 ) 及机关工作区 ( 0 8 )
。

1
.

2
.

3 调查结果输入 A S T
一

BI M 2 86 微机
,

建立 d B A S

l 数据库以备分析用
。

调查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工作
,

按统 一方法
、

统一表格
、

统一定 义
、

统一编码
、

统一时

间进行填表
。

调查表格及录机表均经两次抽查并及时

改错
,

录机后还要进行逻辑检错
。

1
.

2
.

4 采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
,

经人年统计分析
,

分析指标有 C D R
,

S D R
,

S M R 等
。

2 结果

2
.

1 一般情况

王景和
’

王如刚
’
执笔

2
.

1
.

1 队列成员 2 6 31 8 人
,

失访率 3
.

49 %
,

总死亡

人数 1 4 3 7 人
,

恶性肿瘤死亡 4 96 人
,

恶性肿瘤 I
、

I

级诊断率为 97
.

38 %
,

各厂资料均符合原设计要求
。

恶

性肿瘤为死因之首 (占 34
.

5 % )
,

其次为呼吸循环系统

疾病 (占全死因 33
.

0 % )
,

第三位死因为
“

外伤
、

中毒
、

意外死亡
” ,

男女位次相同
。

2
.

1
.

2 多种癌均有发生
,

其中肝癌占全癌的 26
.

0 %
,

胃癌占全癌 20
.

8 %
,

肺癌占全癌 18
.

6 %
。

另消化道癌

共 1 52 例
,

占全癌的 32
.

9 %
。

2
.

2 石油型炼厂
、

各工作区及年龄别死亡状况研究

2
.

2
.

1 石油 型炼厂职工全死因及恶性肿瘤的 C D R
,

S D R 研究 结果见表 1
。

表 1 石油型炼厂职工全死 因及恶性肿瘤

死亡率 C D R
、

S D R

炼厂 (合计 )
“

全 国
”

对照

死 因

— —
C D R S D R C D R S D R

全死因 3 2 7
.

7 8 2 60
.

60 5 6 5
.

5 0 2 9 9
.

6 7

恶性肿瘤 1 1 7
.

6 6 8 4
.

0 7 1 17
.

7 2 7 0
.

7 8

胃癌 2 4
.

4 5 1 8
,

2 6 2 0
.

9 3 1 2
.

3 7

肝癌 3 0
.

5 6 1 7
.

9 4 17
.

6 7 1 1
.

2 7

肺癌 2 1
.

9 0 1 8
.

4 6 27
.

3 6 1 5
.

4 0

肠癌 5
.

8 6 4
.

4 5 7
.

6 1 4
.

5 1

食道癌 8
.

4 0 5
.

5 2 1 0
.

4 9 5
.

9 9

鼻咽癌 2
.

5 5 1
.

8 8 1
.

8 5 1
.

2 2

白血病 3
.

8 2 1
.

4 5 3
.

8 4 2
.

2 2

注
:

C D R 为粗死亡率
,

S D R 为标化死亡率
; 为 1 / 10 万率

2
.

2
.

2 石油型炼厂
、

各工作区
、

年龄别 S M R 研究

结果见表 2
、

3
。

2
.

2
.

3 石油型炼厂几种疾病观察年死亡率的变动趋

势研究 见图
。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癌和脑血管病死亡

*

中石化总公司工业卫生
“
七五

”
规划课题

1
.

锦州石化公司职工 医院 ( 1 2 2 0 0 1 )

2
.

北京燕化总厂职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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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石油型炼厂及各工作区主要部位癌 SM R 研究

全 队列 化工 ( 02 )( 0 3( ) 0 5)沥青 ( 06 )

死因

全国 全国

燃料油

全国

恶性肿瘤
.

1 1
.

43
.心

1 5二

0
.

5 9

0
.

8 9

1
.

1 9

1
.

0 4

1
.

0 3

初轧

0
.

1 9

初轧

1
.

06

0
.

9 9

1
.

6 4

0
.

1 9

0
.

0 4

0
.

6 2

润滑油蜡

全国

1
.

1 7

初轧

1
.

2 1

全国

0
.

8 3

检修

全国

0
.

1 9

1
.

1 1

( 07 )机关 ( 08 )

初轧 全 国 初轧

1
.

0 5

1
.

2 3

1
.

01 3
.

2 3”

1
.

08 1
.

4 4

1
.

01 3
.

2 7

1
.

06 1
.

0 9
“ ’

1
.

4 41
.

6 5

0
.

6 1 3
.

01

1
.

1 1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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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癌癌癌肝胃肺肠

食道癌

鼻 咽癌

白血病

1
.

4 2

1
.

9 0

1
.

0 8

2
.

1 3

0
.

7 5

1
.

1 9

0
.

84 1
.

4 9

注
: “

一
”
表示无癌

表 3 石 油型炼厂职工年龄别主要癌症死因的 S M R

年龄组 全癌

3
.

5 1

1
.

2 3

1
.

2 7
书

0
.

9 8

1
.

11

1
.

14

1
.

4 5

1
.

1 1
’

胃癌 肺癌 肠癌 食道癌 白血病 乳腺癌 其它癌

1 5 ~

2 5 ~

3 5 ~

4 5 ~

5 5 ~

6 5 ~

7 5 ~

合计

1
.

1
.

l
.

肝癌

1 4
.

3 0

2
.

0 7

1
.

6 6
.

1
.

3 3

1
.

5 7
书

1
.

6 0

0
.

9 9

鼻咽癌

5 0
.

0 0
份

2
.

2 2

1
.

5 0

0
.

9 5

1
.

5 9
件

0
.

8 6

2
.

8 8
“

0
.

8 4

1
.

5 8

1
.

1 2

0
.

4 7

2
.

0 0

0
.

6 4

0
.

1 7

0
.

4 1

2
.

2 7

0
.

7 8

0
.

5 9

0
.

1 6

0
.

5 4

4883’ 26

4 3
侧 .

1
.

5 1
’ .

_ _ 一 0
.

3 6

一 一 一 1
.

5 2

1
.

0 4 1
.

0 3 0
.

4 1 0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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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上

J马月了ng目ùa0OJ.OQ。s
t了左
`

l
ln八

.

……
nCà0011

1

0

.77

…65
62’:32

L000010

注
:

以上为六个厂统计结果
,

与全 国资料 比较
, “

一
”

表示无癌症死亡

日等国癌症则为死因的第二位
。

国外大量文献报道石油炼厂多种癌高发
,

但多数

1
.

全癌 2
.

脑血管病 3
.

肺癌 4
.

冠心病

图 1 石油型炼油厂四种疾病年死亡率趋势

率随着观察年限的延长逐年上 升趋势明显
,

肺癌
、

冠心

病年死亡率逐年上升趋势缓慢
,

但肺癌发生在观察初

期较观察末期上升将近 一倍
。

3 讨论

本次调查石油型炼厂恶性肿瘤占全死因的 34
.

5 %
,

明显高于世界有关机构统计的 25 %而居死因之首
,

且

逐年上升趋势明显
,

然而发达的工业国家如英
、

美
、

法
、

癌超出量并不太高
,

癌谱并不集中
。

本次调研虽也发现

全癌
、

肝癌
、

胃癌
、

肺癌
、

鼻咽癌的发生危险性增高
,

但尚不能肯定与职业的联系
,

与国外报道有类同之处
。

这可能是因为石油型炼厂存在的致癌因素较弱
,

或因

炼厂历史较短
、

工艺先进
,

癌潜伏期延长
,

尚未到 癌症

发生高峰期
。

须进一步研究
。

本次调研采用全 国 1 9 8 3 年大城市人群为对照
,

接

近观察期末 ( 1 9 88 年 )
,

会使 S M R 值估计的偏低
;
用

九大初轧厂 1 9 7 1一 1 9 5 5 年人群为对照
,

虽均为工业人

口
,

其地理分布与调查组各厂差 不多
,

但毕竟差三年统

计数字没统计在内
,

会使 S M R 值估计偏高
,

所以分析

其危险程度时应考虑对照组的因素
。

本研究各厂主要是燃料油
、

润滑油
、

化工及燃料
、

润滑油型炼厂
,

生产环境苯可溶物的测定结果
,

除氧化

沥青和石蜡精制的极个别样品超过 0
.

Zm g / m
3

外
,

其

他均在此值以下
,

难以按剂量分组分层分析
,

所以按加

工深度及产品种类分工作区较为合理
。

机关全癌
、

肺癌

的超出可能与对照组及确定统计工种方法缺陷有关
。

(下转第 1 0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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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例初诊时血象
、

骨髓象改变

W BC ( X 1 0 9 /L )

簇 1
.

01
.

0 ~ 2
.

93
.

0 ~ 3
.

9 <4 0

H b( g /L )

4 0 ~ 60

C B P( 只 1 0 9

/L )R e t( % )

60 ~ 90( 20 20 ~4 9 50 ~ 80簇 1
.

01
.

0 ~1
.

5

项目

有核细胞增生程度

活 减 重度
跃 低 减低

粒系 ( % )红系 ( % )巨核系 (个 /片 )骨髓小粒

镇 201 2~4 04 1一 60镇 201 2~ 301 3 ~ 60
0 ~ 34 ~7 6~ 9

.

5造血

细胞

非造血

细 胞

项目

3 2 2014 5 91 1 6 6
ù匀乃乙,ó,̀月了,J一吕O曰ó匕

`任

例数

解 22 例中 8 例在半年后失访
,

余 14 例和明显进步 11

例仍在治疗中
。

2 讨论

我们通过本文 77 例的临床分析及疗效随访
,

对慢

性苯中毒的特点初步归纳为如下几点
。

2门 本文 77 例均为私营小鞋厂工人
,

作业场所劳动

条件差
,

全部手工操作
,

红外线灯烘干
,

自然通风
,

无

任何防护及排毒设施
。

使用大量含苯溶剂
,

如氯丁胶含

纯苯 90 %
,

天乃水含苯 50 % ~ 70 %
。

冬春季或雨天门

窗常关闭
,

更使车间空气毒物浓度明显增高
,

日工作时

间多在 12 小时以上
,

故发病主要在冬末春初
,

主要通

过呼 吸道及皮肤吸收
。

中毒早期无明显症状
,

故不易观

察
,

危害性更大
。

2
.

2 慢性苯中毒可致 A A
、

不典型 A A
、

全血细胞减

少
。

本文符合 A A 诊断 43 例 ( A A A 28 例 ) ;
不典型

A A 23 例 ; 全血细胞减少 n 例
。

慢性苯中毒致 A A 临

床表现除起病较急外
,

余与一般原因不明 A A 无明显

区别
,

但预后 比一般原因不明的 A A 为佳
,

大部分经 治

疗 3~ 6 个月后
,

病情明显好转
,

近期可取得明显进步

或基本治愈
,

但一旦导致 A A A
,

则病情凶险
,

死亡率

高
。

不典型 A A 23 例表现为全血细胞减少
,

两次骨髓穿

刺涂片有核细胞增生程度比典型 A A 好
,

红系增生明

显
,

但巨核细胞低于正常值
,

骨髓小粒中非造血细胞增

高
。

n 例全血细胞减少
,

两次骨髓穿刺涂片有核细胞

增生活跃
,

红系增生明显
,

巨核细胞数量不减少
,

骨髓

小粒以造血细胞为主
。

后两类病例需排除阵发性睡 眠

性血红蛋白尿
,

白血病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

恶性组

织细胞病等
,

随访至今未发现转化为其他疾病
,

说明这

种改变反映该病处于 A A 较早阶段
,

转归与一般原因

不明的不典型 A A 有所区别
。

2
.

3 1 9 8 4 ~ 1 9 8 5 年曾测定鞋厂生产车间空气中苯平

均 浓度为 1 1 28
.

39 m g / m
` ,

两年中出现慢性苯中毒病

人 1 1 7 例
。

针对这种严重情况
,

1 9 8 6一 1 9 8 8 年规定禁

止使用含苯量高的粘合剂
,

车间空气中苯浓度监测表

明超标率逐步下降
。

工人白细胞数在 4
.

5 x 1 0 ,

/ L 以下

的检出率明显下降 ( 1 9 8 4 ~ 1 9 8 8 年
,

依次为 20
.

16 %
、

1 2
·

5 0 %
、

4
·

3 9 %
、

2
.

1 1 %
、

5
.

0 4 % )
,

但本文病例有的

接触 4 个月即发病
,

也有数年才发病者
,

说明可因苯接

触量
、

接触持续时间及个体易感性不同
,

而有临床表现

轻
、

重
、

急
、

慢之分
。

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含苯溶剂

的管理
,

严禁使用纯苯为溶剂的氯丁胶粘合剂
,

定期体

检苯作业工人
,

以早期发现
、

早期治疗中毒患者 ; 研制

和推广不含苯的粘合剂
,

从根本上杜绝苯中毒的发生
。

(收稿
:

1 9 9 5一 0 2一 2 8 修回
:

19 9 5一 0 8一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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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
、

黄琼芳
、

吴世晖
、

陈萍
、

史洪宇
、

胡维毅
、

阿以奴尔
、

王重
、

王勇
、

吴新铎
、

杨宏智
、

范亚伟 )

(收稿
:

1 99 5一 0 9一 1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