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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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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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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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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在回收剩余 C S
:

时
,

错误地先打开了本该最后

开启的 回收管 阀门
,

导致 釜 内 H Z
S

、

C S
: (沸点为

4 6
.

3 C ) 气体从回收管接 口处大量喷出
。

至 6 时
,

前来

接班的工人发现两名操作工昏倒于地
,

1 人倒在接 口

附近
,
1人倒在离接口 8 米的阀门旁边

。

中毒发生后 4

小时采样现场 H
Z
S 气体浓度 1 2 8m g / m

, ,

C S
Z

气体因故

未测
。

按该釜内投入的原料推算
,

反应结束时釜内生成

H
Z
S 3 6 k g

,

剩余 C S
2 6 1 k g

,

回收管管 口直径 4 e
m

,

釜内

呈高温正压状态
,

H
:
S

、

C S
:

气体浓度很高
。

2 临床资料

患者
,

男
,
1 9 岁

,

住院号 2 0 6 1
。

体检 T 3 6
.

Z
O

C
,

P l l l

次 /分
,

R 22 次 /分
,

B P 10 8/ k P
a ,

意识 不 清
,

瞳 孔

。
.

3c m
,

等大
,

光反应存在
。

双眼结膜充血
,

左咽侧壁

充血明显
,

伴有一大水泡
。

心律齐
,

心前区 S M I 杂音
,

双肺呼吸音清
,

未闻及罗音
。

腹平软
,

肝脾未扣及
。

E C G
:

窦性心动过速
,

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

化验
:

H b 1 5 5 g / L
,

R B C S
·

3 5 只 1 0 , ,

/ L
,

W B C l l
.

6 只 1 0 9

/ L
,

N O
.

7 8
,

L O
.

1 9
,

血 K + 3
.

g m nr
o
l / L

,

N a + 1 3 7m m
o
l

,

C I
-

9 7m m
o l

,

肝功能正常
。

尿蛋 白 ( 一 )
,

B U N S
.

6m m
o l /

L
,

C r 9 7
·

2拜m
o
l / L

。

B 超
:

肝
、

胆
、

脾未见异常
。

x 线

胸片未见明显病灶
。

治疗经过
:

入院后 即予吸氧
,

保持呼吸道畅通
,

给

予细胞色素 C
、

V it C
、

V it B
、

能量合剂等改善细胞缺

氧状态
。

患者于 昏迷 9 小时后清醒
,

表情淡漠
,

主诉头

痛
、

头晕
、

口渴
、

胸闷
、

排尿困难
、

视物模糊
,

不能回

忆中毒经过
。

继续予纠正缺氧
、

脱水利尿
、

能量合剂
、

糖皮质激素及抗生素对症治疗
,

病情逐渐好转
,

左咽壁

充血水肿渐消
,

心律恢复正常
。

20 天后 出院
。

13 个月

后随访患者
,

已更换工作
,

体检情况尚可
,

仍诉时感头

痛
、

乏力等
。

3 讨论

H
Z
S 为窒息性气体

,

是强神经毒物
,

急性毒作用表

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和窒息
。

C S
:

是一种气体麻醉

剂
,

急性中毒引起麻醉
,

严重时丧失意识
,

甚至死于呼

衰
。

两种气体中毒都可出现 神经系统症状
。

本案例出现

的症状表明两种气体具有联合作用
,

如粘膜刺激症状
、

意识障碍
、

头痛
、

头晕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

心脏损害

等
。

患者在一个时期内留下头痛
、

乏力等症状
,

可能是

C S
Z

的毒作用
。

调查还发现操作工未佩带防毒口罩
,

死

亡者在值班时曾饮过酒
,

酒精加速了毒物吸收
,

可能是

导致死亡的一个原因
。

这次事故虽然是违章操作引起

的
,

但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
:

生产岗位必 须建立安全操

作规程
,

工人上岗前必须进行职业安全卫生教育
,

使他

们了解毒物的危害性与可防性
,

从而 自觉地进行安全

卫生操作
,

以杜绝事故的发生
。

(本文经戚树型主任医师审阅指导
,

谨致谢
。

)

(收稿
:

19 9 4一 1 2一 0 5 修回
:

1 9 9 5一 0 3一 28 )

1 8 2 例尘肺并发肺癌调查分析

山东省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 0 6 7) 甘传伟 杨俊芝

本文通过对某市 1 9 9 3 年前累积尘肺死 亡病例的

调查
,

发现尘肺死亡病人直接死因疾病以肺癌居首位
,

占全死因构成比的 1 6
.

19 %
。

为进一步探讨肺癌在尘

肺中的发病规律
,

笔者对死于尘肺并肺癌的 182 例病

人
,

进行了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以 1 9 8 7 年全国尘肺流调资料为依据
,

从该市

1 1 2 4 例尘肺死亡病人中
,

选取 182 例直接死因为肺癌

者
,

作为调查对象
。

1
.

2 肺癌诊断依据临床资料
,

结合 X 线胸片
、

细胞

学检验等综合分析判断
,

部分经 C T 检查
。

1
.

3 将调查对象分类登记
、

统计分析
。

2 结果

该市历年累积死亡尘肺病人 1 12 4 例
,

其中死于

并发肺癌 1 8 2 例 (男 1 5 1
,

女 l )
。

2门 本组肺癌以煤炭系统尘肺并发率最高
,

为 12 6 例

(占 6 9
.

2 3 % )
,

其次为轻工系统 3 4 例 ( 1 8
.

6 5% )
,

冶

金系统 20 例 ( 10
.

99 % )
。

机械系统尘肺尚未发现并发

肺癌
。

2
.

2 各类尘肺中以煤工尘肺
、

矽肺并发肺癌为多
,

分

别为 8 8 例 ( 4 8
.

3 5% )
,
7 7 例 ( 4 2

.

3 1% )
,

其次为陶工

尘肺 15 例 ( 8
.

25 % )
,

铸工尘肺 2 例 ( 1
.

1 % )
。

各期尘

肺并发肺癌为
,

I 期 n l 例 (6 0
.

99 % )
,

l 期 60 例

( 3 2
·

9 1 % )
,

l 期 1 1 例 ( 6
.

4 4环 )
。

从统计看出
,

随尘

肺增期
,

肺癌并发率增高
,

其增幅为 12
.

08 ~ 3 7
.

5 %
。

2
.

3 本组病例中以 30 年代前后接尘的尘肺病人肺癌

并发 率 高
。

依接 尘 年 代 分 布 为 30 年 代 1 05 例

( 5 7
.

6 9 % )
,

4 0 年代 5 9 例 ( 2 1
.

4 2% )
,

5 0 年代 3 7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