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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比较

不同年龄组活动性肺结核非尘肺病人群与尘肺病

非尘肺病人群
,

非尘肺病人群中以高年龄组最高
,

其次

是低年龄组
。

人群现患率比较见表 4
。

尘肺病人群现患率远远高于

表 4 年龄组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

年龄组

(岁 )

非尘肺病人群

总人 口数

4 2 2 8 1

6 8 0 2 5

4 4 0 7 3

3 5 8 3 5

1 0 8 8 2

2 0 1 0 9 6

现患病 人数 现患率 ( %
。

) 总人数

尘肺病人群

现患病人数 现患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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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比较见表 5
。

尘肺

病人群现患率最高
,

其次是离退休人群
、

学生
、

接尘工
。

表 5 不同工种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

工 种 总人 口数 现 患病人数 现患率 (%
。

)

接 尘 工 3 7 1 6 7 3 8 1 10
·

25

非 接 尘 工 4 7 1 3 9 1 4 0 2
.

9 7

干 部 1 6 4 7 2 3 4 2
.

0 6

家 属 4 0 2 68 4 2 1
.

0 4

离退 休职工 1 0 4 48 1 4 9 1 4
.

2 6

尘肺病人群 2 94 2 4 1 3 1 4 0
.

3 0

学 生 3 4 2 5 0 39 5 1 1
·

5 3

儿 童 1 5 3 5 2 15 1 9
.

3 4

3 讨论

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揭示
:

我国肺结核

患病率曲线图中高峰出现在 ) 60 岁的老年人
。

淮北煤

矿 非尘肺 人 群 为 6
.

40 %
。 ,

高 于全 国第三 次 流调

5
.

2 3 %
。 ,

第二 次 流调 5
.

50 %
。 ,

低 于 1 9 7 9 年 流 调

7
.

1 7 %
。

。

煤矿结核患病率高峰在尘肺病人群中
,

尘肺病

人群 ) 60 岁最高达到 1 92
.

90 %
。 ,

即使是其他年龄组亦

远远高于非尘肺人群中最高年龄组 ) 60 岁的老年人

1 3
.

50 %
。

。

非尘肺病人群出现两个高现患率组
:

) 60 岁

组 13
.

50 %
。 ,

o一 14 岁组 12
.

84 %
。

。

职业上尘肺人群最

高 1 40
.

30 %
。 ,

其次 为 离退 休 职工 14
.

26 %
。 ,

学 生

n
·

53 %
。 ,

接尘工 10
·

25 %
。 ,

呈现出明显的煤矿特点
。

结核的检出率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

如发病率
、

试验

室条件
、

透视摄片技术
、

体检的频率高低
。

本次调查中
,

高现患率尘肺人群检出率低这可能与尘肺患者均有多

次摄片复查及时检出有关
。

从以上所述
,

看出煤矿防瘩工作
,

应注意以下几

点
:

( l) 首要重点应放在尘肺人群的预防上
。

肺结核是

尘肺死亡的首要死因
,

它加速尘肺病变的进展
,

病死率

升高
。

其次是老年人
、

离退休职工
、

学生
、

接尘工人等

人群
。

(2 ) 煤矿结核患病有两个高峰 (妻 60 岁
、 。一 14

岁 )
,

另外还有特殊人群 (尘肺病人
、

接尘工人 )
,

结核

的疫情是严重的
,

要有紧迫感
,

应抓紧建设有煤矿特色

的结防队伍的硬件
、

软件工程
。

( 3) 职防队伍兼职承担

起防疥职责
,

实现一 网两用
,

把尘肺普查胸片做到一片

两用
。

( 4 ) 加强尘肺病人管理
,

尤其对那些肺结核经治

疗痊愈的病人
,

由原尘肺合并肺结核而成为单纯尘肺
,

这部分病人一旦复发
,

将成为单纯尘肺中的传染源
。

矽

肺患者采用 3 R 药物预防可减少 50 % 肺结核发病的例

子是可以借鉴的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1 2 修回
:

1 9 9 5一 0 3一 1 4 )

1 05 名高频作业者的健康调查报告

汕头市职业病防治所 ( 5 15 0 4 1) 林 场

近年来我们对汕头市机械
、

电子
、

塑皮行业的 1 05

名高频作业工人进行了健康调查
,

旨在进一步揭示高

频操作的职业危害
,

为预防高频职业病提供科学依据
。

1 调查对象

1
.

1 接触组 从事高频操作人员 1 05 名
,

其中男 56

名
,

女 49 名
。

年龄 19 一 45 岁
,

平均年龄 31 岁
。

接触

高频工龄 2一 13 年
,

平均 6
.

5 年
。

每 日接触高频电磁场

3一 8 小时
。

1
.

2 对照组 选择无高频及其他职业危害接触的工

人 1 03 名
,

其中男 57 名
,

女 46 名
。

年龄 19 一 46 岁
,

平

均年龄 32 岁
。

工龄 2一 14 年
,

平均 8 年
。

1
.

3 接触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 两组人员在民族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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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
、

平均工龄及文化程度相近
,

有充分可 比性
。

两 3 结果

组被调查对象均除外脑外伤史
、

血压异常家族史及其 3
.

1 工作现场测试结果 用 R J
一

2 型高频电磁场场强

他引起神经衰弱症状的内科
、

五官科疾病
。

仪共测试了 49 个高频操作点的电磁辐射强度
,

结果为

2 调查内容及方法 电场强度超过 Z o V / m 安 全参考标准的占 4 4
.

9 %
,

磁

2
.

1 健康调查内容 询问家族史
、

个人史
、

职业接触 场强度超过 S A / m 安全参考标准的占 2 6
.

5 %
。

史及 自觉症状
,

测量血压
,

五官科检查
,

内外科及神经 3
.

2 体检结果及主要指征的比较

科检查
,

血常规
、

脑血流图检查
;
必要时加做心电图

、

3
.

2门 被检查者自觉症状 接触组的神经衰弱综合

B 型超声波
、

摄胸片及进行血小板
、

血糖
、

血脂
、

肝功 征 (以头昏头痛
、

乏力
、

记忆力减退
、

失眠四项症状中

能
、

免疫球蛋白
、

尿酸
、

肌配等实验室检查
。

有三项者列为神衰综合征 )
、

心悸
、

手足多汗的检出率

2
.

2 工作现场测定 各操作点电磁辐射强度测定
,

包 明显高于对照组 (见表 1 )
,

有非常显著差异 (尸 <

括电场强度测定和磁场强度测定
。

。
.

0 1)
。

月经周期紊乱检出率接触组也高于对照组
,

两

2
.

3 所收集的体检资料经复核整理
,

采用卡方检验进 组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 (尸 < 。
.

0 5 )
。

胸闷
、

身体酸痛两

行统计学处理
。

组相比未见显著性差异
。

表 1 自觉症状比较

组 别
受检

人数

1 0 5

1 0 3

神衰综合征
人数 %

心悸

人数 写

手 足多汗 胸闷 身体酸痛 月经紊乱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接触组 4 4
.

8
书

2 4 2 2
.

9
件

1 9 18
.

1
.

1 0 9
.

对照组 1 1 1 0
.

4
.

9 1 1

16
.

2

10
.

7

15 3 0
.

6△

6 1 3
.

0

书

尸 < 0
.

0 1 △ 尸 < 0
.

0 5

3
.

2
.

2 心率
、

血压检查 接触组血压偏低 ( < 12
.

6/ 3
.

2
.

3 脑血流图检查 接触组脑血流 图异常率明显

8
.

6k P
a ) 的检出率比对照组显著增多

,

两组间有非常 高于对 照组
,

两组间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 (尸 < 0
.

0 1)

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1 )
。

心动过缓的检出率也比对照 (见表 2)
。

其异常指标中以双颈内动脉系统循环不对

组明显增多
,

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5 )
。

血压 称 (两侧波幅差 > 25 % ) 和脑血管呈扩张状态为多见
。

偏高 ( > 18
.

7 / 12
.

ok P a ) 和心动过速的检出率两组间 3
.

2
.

4 血细胞检查 红细胞减少
、

白细胞减少检出

未见 明显差异 (见表 2)
。

率两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

表 2 主要体征
、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组 别
受检

人数

10 5

10 3

血压偏低 血压偏高 心动过速 心动过缓 脑血流图异常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人数 %

白细胞减少
人数 %

红细胞减少
人数 %

接触组 2 2 2 1
.

0
’

4 3
.

8

%

1 1
.

4△ 4 3 4 1
.

0
苦

3 2
.

对照组 3
.

9 1 7 1 6

番

尸 < 0
.

0 1 凸尸 < 0
.

0 5

4 讨论

4
.

1 本文高频接触组神衰综合征显著高于对照组
,

表

明高频电磁场对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的存在
,

其不 良影

响是导致人体大脑皮层功能失调
。

当大脑皮层抑制功

能不足时出现头昏头痛
、

失眠多梦等症状
,

当大脑皮层

兴奋功能不足时则出现乏力
、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

有资

料报道
,

对高频接触者进行脑电图动态观察
,

发现随着

接触高频时间的积累
,

脑电图显示有向着脑波慢波方

面发展的趋势
,

病理波的阳性率明显增高 (尸 < .0 01 )
,

由此认为高频能造成大脑功能和大脑负荷力的降低
。

接触组所显示的心悸
、

手足多汗
、

心动过缓
、

血压偏低

或波动
,

脑血流图异常等临床表现则是高频电磁场导

致人体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失调的结果
。

且从血压偏低
、

心动过缓比血压偏高
、

心动过速多见等资料分析
,

此类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具有以迷走神经占优势的特点
。

这

些均与以往有关报道相一致
。

4
.

2 关于部分接触高频女工月经周期紊乱的发病机

制
,

以前少见报道
。

推测是高频电磁场作用于丘脑下

部
,

引起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紊乱
,

使卵巢失去正常

的周期性变化而 出现月经周期紊乱
。

这个推测有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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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 研究
。

4
.

3 在门诊病人中见到 3 例原接触高频者
,

其神衰综

合征及血压偏低
、

心动过缓等临床表现在脱离高频接

触后定期复查
,

五年未见症状逐渐缓解
,

这与
“

脱离高

频接触后症状逐渐消失
”
的报道不相符合

,

但因例数尚

少
,

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

4
.

4 我国 尚无高频的卫生标准
。

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及

参阅有关文献
,

目前暂以 电场强度 Z OV / m
,

磁场强度

S A / m 为参考标准
。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
,

高频辐射

的漏能现象在许多作业场所仍普遍存在
,

造成严重的

职业危害
。

有关部门应积极抓好高频电磁场源的屏蔽
,

高频车间的合理布局
,

改进生产工艺 (如尽可能采用 自

动化操作 )等防护措施
,

认真做好高频作业者的定期体

检工作
,

保证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

(收稿
: 19 9 5一 0 3一 2 7 修回

: 1 9 9 5一 0 6一 27 )

家庭铅作坊引起危害的调查

金华市卫生防疫站 (3 2 1 0 0 0) 马福云 方 福贵 罗进斌 徐却佐

浦江县卫生防疫站

某家庭铅作坊一家 4 人 中 3 人发生铅中毒
,

现将

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1
.

1 调查对象
:

某家庭成人 2 人
,

小孩 2 人
。

1
.

2 生产工艺
:

蓄电池极板 (P b
3

0
`

) ~ 手工据块

(铅尘 ) ~ 焊接 (铅烟 ) ~ 组装~ 充稀硫酸 (铅烟 ) ~

充电~ 成品
。

日产量 3 00 只
。

1
.

3 环境与暴露情况
:

该家庭于 1 9 9 4 年 3 月 1 日开

始生产手提式照明灯的蓄电池
。

作坊设在底层
,

面积约

28 m
, ,

二楼是卧室
,

自然通风差
,

每天工作约 10 小时
,

操作时个人无任何防护设备
。

生产时将 7个月的婴儿

置于作业场所内
,

母亲每 日喂奶 7一 8 次
,

喂奶前不洗

手更衣
,

且常在作业场所内喂奶
; 4 岁小孩常在场所内

玩耍
;
夫妇作业后也不更衣

,

80 天后有 3 人发生铅中

毒
。

环境空气检测铅尘浓度为 6
.

43 m g / m 3 ,

铅烟为

o
·

7 8 m g / m
, 。

2 临床资料

铅中毒 3 人中成人 1 人
,

小孩 2 人
,

其中轻度中毒

2 人
,

重度中毒 1 人
。

临床表现
,

成人有头 昏
、

头痛
、

疲乏
、

四肢肌肉关节酸痛
,
口腔齿酿边缘可 见明显浅蓝

色铅线 ; 小孩有多动
、

食欲不振
,

重者哭吵不安
、

纳差
、

呕吐
、

阵发性抽搐
、

瘫痪
、

高热
、

昏迷等
。

实验室检查
:

小孩
、

成人分别于 6 月 23 日和 7 月 17 日查尿铅
、

血铅

增高 (附表 )
。

不同体液铅含量检验结果 年m ol / L )

倪笑玮 伴文双

性别 年龄 乳铅

2 9 岁

2 7 岁

4 岁

1 0 月

2
.

3 0

7
.

7 7

1 4
.

8 2 ::

3 典型病例

患者
,

女性
,

10 个月
,

住院号 2 2 9 5 4
。

因呕吐
、

抽

搐一个 月伴发热一天入院
。

患儿既往健康
,

足月顺产
,

母乳喂养
,

夫妇健康
。

患儿在铅污染环境中及母乳喂养

8。 天后
,

于 5 月 20 日出现呕 吐
,

一 日数次至 10 余次
,

呈喷射状
;
精神萎靡

、

哭吵不安
;
肢体时有小抽搐

;
无

发热
、

无气急及咳嗽
。

当地医院疑诊
“

肝炎
” 、 “

扁桃体

炎
” ,

治疗后未见好转
。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
,

患儿突

然意识不清
,

两 眼上翻伴四肢阵发性抽搐
,
口吐 白沫

,

嗣后发热而转上级医院
,

拟诊
“

颅内感染
” ,

治疗三天

无明显好转
,

经查尿铅
、

血铅增高
,

诊为
“

铅中毒脑

病
”

。

入院查体
,

T 3 9
.

s
o

C
,

P 1 4 O次 /分
,

R Zo 次 /分
,

血

压未测
;
发育营养一般

,

意识不清
,

呈昏睡
;
两眼凝视

,

面色灰白
,

呈急性病容
。

巩膜与皮肤不黄染
,

无出血点
;

浅表淋 巴结不肿大 ; 呼吸平稳
,

口唇无紫维
。

肺无明显

异常
,

心率快律齐
,

未闻及病理性杂音
;
腹无异常 ; 腹

壁反射消失
,

膝反射减弱
,

K e r n ig 征
、

B r u
d

z ih
s

k i 征
、

B ab in s ik 征均阴性
;
肢体不能自主活动

,

肌张力减退
,

呈软瘫
,

右腕下垂
,

手旋前时拇指掌屈
,

大小鱼际
、

指

间肌轻萎缩
,

右侧肢体尤甚
。

辅助检查结果
:

H b 7 7 g /

L
,

R B C 2
.

4 2 X 1 0 , 2

/ L
,

W B C 1 7
.

9 X 1 0 ,

/ L
,

N O
.

7 3
,

L o
.

2 3
,

E o
.

0 4 ;
尿常规

,

蛋白少许
,

R B C Z一 3 个 / H P
,

粪 ( 一 ) ; 肝功能正 常
,

H sB A g ( + ) ;
脑脊液常规

,

蛋

白 0
.

4 0 9 / L
,

糖大于 2
.

s m m
o

l / L
,

氯化物 I O s m m o
l / L

,

细胞数 O一 6个 /川
,

压力稍偏高
;
细菌培养

,

脑脊液

( 一 )
,

血液 ( 一 )
。

血钾 3
.

7 6 m m o
l / L

,

血钠 1 4 2 m m o l /

L
,

血氯 96 m m ol / L
,

血钙 1
.

7 m m ol / L
。

血气分析
,

p H 7
.

2 3
,

P C O
2

7
.

4 7 k P a ,

P O 2 1 7
.

7 3 k P a
。

颅脑 C T 未见

异常
,

四肢长骨 X 线摄片可见长骨干箭端 1一 Z m m 铅

女男男女19̀八J月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