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 8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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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T N T 女工生殖结局与对照组比较

接触组
生殖结局 ( % ) 9 5 % C L

例数 阳性例数 (率 )

对照组

—
义2

例数 阳性例数 (率 )

不孕症

早产

自然流产

早期自然流产

晚期自然流产

出生缺陷 ( %
。

)

新生儿死亡 ( %
。

)

4 6 3

6 6 7

6 6 7

6 6 7

6 6 7

6 13

6 13

7 ( 1
.

5 1 ) 0
.

1 ~ 4 7
.

6

2 9 ( 4
.

3 4 )

5 3

4 2

( 7
.

9 5 )

11 ( l

1 5 ( 2 4
.

5 )

19 ( 3 1
.

0 )

5 7 1

8 1 0

8 1 0

8 1 0

8 1 0

7 6 9

7 6 9

6 ( 1
.

0 5 ) 0
.

4 3 0
.

14

1 8 ( 2
.

2 2 ) 5
.

36
荟

1
.

9 5

4 1 ( 5
.

0 6 ) 5
.

1 1 苍

1
.

57

3 0 ( 3
.

7 0 ) 5
.

30
’

1
.

7 0

1 1 ( 1
.

3 6 ) 0
.

2 1 1
.

2 1

5 ( 6
.

5 ) 7
.

3 6 香 .

3
.

7 7

3 ( 3
.

9 ) 1 5
.

9 8
书 .

7
.

9 5

1
.

1~ 3
.

4

1
.

1~ 2
.

3

1
.

1~ 2
.

6

0
.

5~ 2
.

7

、矛、 .少

0工
LJOd几b

1
.

4 ~ 9
.

8

2
.

8 ~ 2 1
.

9

“

尸 < 0
.

0 5
. ’

尸 < 0
.

0 1

3 讨论

3
.

1 接触 T N T 男工组所生育的 1 3 67 名活产婴儿中

有出生缺陷 81 例
,

其发生率为 1 3
.

1%
。 ,

显著高于对照

组 (4
.

3 %
。 )

,

尸 < 0
.

05
,

R R ~ 3
.

04
。

国内有人报道在

T N T 60 o m g k/ g 剂量组中的小鼠辜丸在光镜下见各级

生精细胞减少
,

各层细胞排列紊乱
,

曲细精管萎缩
,

管

腔内精子数减少
。

T N T 侵入机体后很可能影响了翠丸

的正常生殖机能
,

从而使子代出生缺陷发生率和新生

儿死亡率增高
。

3
.

2 国内有人在大鼠致畸实验研究中发现
,

T N T 高

剂量组 ( 1 30 m g k/ g
,

相当 1 l/ o L D
S。

) 胎鼠枕骨和胸骨

发育迟缓
,

肋骨畸形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孕鼠骨髓
、

脐

带血
、

胎鼠血嗜多染红细胞微核率均非常显著高于对

照组
。

我们调查接触 T N T 女工组子代患有出生缺陷

15 例
,

发生率为 24
.

5 %
。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尸 < 0
.

01
,

R R 一 3
.

7 7
,

与有关文献调查的结果相一致
。

3
.

3 接触 T N T 女工新生儿死亡发生率为 31
.

0 %
。 ,

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发生率 3
.

9 %
。

(尸 < 。
.

01
,

R R 一 .7 95 )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T N T 经过胎盘转入胎儿体内
,

影

响胎儿正常生长发育
,

致使新生儿死亡发生率升高
。

3
.

4 早产和 自然流产是衡量生殖损伤的两个重要指

标
,

接触 T N T 女工组子代早产和 自然流产发生率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
,

R R 分别为 1
.

95 和 1
.

57
,

妊娠小于

3 个月的早期自然流产发生率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尸 <

0
.

05
,

R R 一 1
.

7 )
。

有人报告化学物质或物理因素作用

于生殖细胞
,

造成的损伤可导致孕卵发育异常
,

而孕卵

发育异常是自然流产的主要原 因
,

其发生妊娠 8 周 以

内者占 80 %
。

本次调查早期自然流产发生率增高的原

因可能与 T N T 损伤生殖细胞
,

导致孕卵发育异常有

关
。

综上所述
,

T N T 对接触人员生殖结局具有一定的

危险性
。

因此对从事 T N T 作业人员应采取有效的防

护措施
,

改善劳动条件
,

保护工人 及其子代的健康
。

(收稿
:

1 9 94一0 6一 30 修回
: 19 9 4一 0 9一 14 )

氯气作业工人的牙酸蚀症调查分析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2 0 0 0 41 ) 李思 惠

上海市第六人 民 医院 陈 仪

本文对 5 18 名氯气作业工人进行了调查
,

以探讨

长期氯气接触对牙齿酸蚀的影响
,

结果报告如下
。

1 一般资料

本文调查了上海氯碱总厂两个分厂中与氯气生产

有关的 6 个车间
、

17 个工段
。

在 60 个氯气作业点
、

每

年 72 0 个样品测定结果中
,

氯气浓度最低值未检出
,

最

高值 1 5 m g / m , (超国家卫生标准 14 倍 )
,

样品合格率

91
.

3写
,

点合格率 93
.

1写
,

整个车间环境氯气呈低浓

度状态
。

调查对象为上述两分厂中在职的直接接触氯气者

5 1 8 名
,

为接触组
,

年龄 2 0 ~ 6 2 岁
,

平均 3 4
.

3 3 岁
,

其

中男性 3 58 名
。

另选同厂中不直接接触氯气的职工

4 1 8 名
,

作为对照组
,

年龄 1 9 ~ 6 0 岁
,

平均 3 3
.

0 4 岁
,

其中男性 3 23 名
。

专业工龄平均 10
.

18 士 8
.

6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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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触组和对照组均用统一的调查表格和询 问方 2 调变结果

式调查职业史
、

既往史
、

吸烟史和现病史
,

着重 口腔牙 2
.

1 接触组与对照组的 口腔主要症状体征发生率

科常规检查
,

根据国家 《职业性牙酸蚀病诊断标准 》的 见下表
,

由表可见接触组症状体征均高于对照组
,

要求和基准
,

由专人对牙齿酸蚀症进行检查和分级
。

其中牙酸及 口腔糜烂的发生率随工龄增长而增加
。

口腔症状体征发生率分析

珑就
着

黝孵
常牙楔缺结牙石牙脱落牙动松龋齿

口腔糜烂

组 别
牙 牙 牙眼

酸 痛 出血 红肿

月b
.

QU
J斗ù且O廿

11

56
川155

对照组

(
n

= 4 1 8 )

接触组

( n = 5 1 8 )

尸 值

R R

6 2 2 6

1 4
.

8 3 6
.

2 2

6 0

0
.

2 4 1 5
.

0 7 4
.

3 1

4 2 2 0

.

1 0 3
.

8 6

.

2 0

1 9

2 9
.

2 2 1 1
.

5 8 2 8
.

9 2 1 9
.

1 1 4
.

8 3

1 2 0

2 8
.

3 1

1 3 1

2 5
.

2 9 1 6 3
.

6 7

,dOn

内bǐ艺11Q11。dq。

nJ工J

例%例%

< 0
.

0 5

275340016.3817.33.0<

< 0
.

0 1 ( 0
.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 0
.

0 0 1

0 2 1
.

8 6 2
.

2 3 1
.

7 4 2 0
.

1 3 0
.

8 6 8 6 0
.

8 8 0
.

5 4 0
.

9 0 0
.

60 3
.

0 6

2
.

2 牙酸蚀症

接触组中确诊为牙酸蚀症者计 37 名
,

其中可疑对

象 2 名
,

I 度酸蚀症 35 名
,

发生率为 7
.

14 %
;
对照组

牙酸蚀症者计 2 名
,

其中可疑对象 1 名
,

I 度 1 名
,

发

生率为 0
.

48 %
。

二组相 比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尸 < 0
.

01
,

R R 一 1 4
.

8 8 )
,

酸蚀症的牙位均以前牙为主
,

未发现双尖

牙及磨牙有酸蚀现象
。

接触组 37 名牙酸蚀症者中有 9 名在接触氯气同时

也接触盐酸酸雾
,

若将此 9 名去除
,

余下的 28 名 (占

5
.

41 % ) 与对照组相比
,

差异仍有高度显 著性
。

2
.

3 将接触组按不同工龄分三组
,

每 10 年为一组进

行对比
。

结果为 。一 10 年组异常 12 例
,

异常率 4
.

12 %
,

n 一 2 0 年组异常 13 例
,

异常率 7
.

74 %
;

20 年以上异常

12 例
,

异常率 1 6
.

95 %
,

可见随着接氯专业工龄增长
,

牙酸蚀症发生率也增高
,

经 丫检验各工龄组之间发生

率有显著差异 (x
2 ~ 1 3

.

1 7
,

尸 < .0 0 1 )
。

3 讨论

国内外均有过氯气接触对牙酸蚀影响的报道
。

本

文调查可见
,

接触组的牙酸
、

牙痛
、

牙眼炎等症状发生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接触组牙酸蚀症发生率是对照组

的 14
.

8 8倍
,

其发生率增加 6
.

66 %
;

若将同时接触盐酸

酸雾的 9 例去除
,

则接触组的牙酸蚀症发生率仍明显

高于对照组
,

表明此差 异的存在实为氯气影响所致
。

接

触组牙酸蚀症的发生率随专业工龄的增长而增加
,

不

同工龄组的差异有显著意 义
,

结合车间环境调查
,

表明

本文牙酸蚀症的高发与长期接触低浓度氯气有关
。

本

文牙酸蚀症的程度较轻
,

均为 I 度
,

未见 I 一 I 度者
,

与文献报道不尽一致
,

可能与绝大部分作业工人不接

触盐酸酸雾有关
,

提示接触氯气对牙酸蚀的影响要轻

于盐酸酸雾
。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接触各种酸的作业工人的龋患

率进行了调查研究
,

多数认为没有影响
。

本调查发现接

触组的龋患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见表 )
,

且与专业工龄

无明显关系
。

可证实氯气接触与龋齿发生无关
。

另外
,

本文接氯工人的口腔糜烂的发 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有高

度显著差异
,

且与专业工龄有关
,

其发病规律尚待日后

继续观察
。

(收稿
:

1 99 4一 0 8一 20 修回
:

1 9 9 4一 1 0一 2 5 )

一起硫化氢
、

二硫化碳混合气体急性中毒事故的调查分析

浙江金华县卫生防疫站 ( 3 2 1 0 0 0) 蔡祖华 郑寿贵 滕献 良 王巧玉

1 9 9 3 年 10 月某乡镇化工厂发生一起硫化氢
、

二

硫化碳混合气体大量外泄
,

造成两名操作工急性中毒

(其中 1人死亡 ) 的事故
。

现分析报道如下
。

, 现场调变

该化工厂生产医药中间体二苯肌
,

以苯胺和二硫

化碳 ( C S
Z ) 在反应釜中生成二苯基硫脉

,

反应中产生

硫化氢 ( H
Z
S ) 气体

。

18 日晨 5 时许
,

该釜反应结束
,

釜内气压 1
.

6 ~ 1
.

8 个大气压
,

气温在 53 ~ 7 0o C 之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