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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着带
,

入 院 第 四 天 查尿 铅 2
.

44 拌m ol / L
,

血 铅

1 4
·

82 拜m ol / L
,

点彩红 细胞 1
.

3 %

入院后头部冰袋
,

并行人工冬眠
,

给予先锋必舒

.0 7 9 d/
,

青霉素 24 。万单位 d/
,

20 % 甘露醇
、

速尿
、

能

量合剂
、

少量补钾
、

钙等治疗 3 天
,

未见病情好转
。

经

查尿铅
、

血铅增高
,

确诊铅中毒脑病
,

遂给 E D T A
-

C
a

26 o m g d/
,

驱铅 5 天后意识转清
、

生命指征稳定
,

但

发现 目光迟钝
,

对光及物体无反应
,

疑有视力障碍
。

经

两个疗程驱铅后
,

双 目反应正常
,

左侧肢体有自主运

动
,

右侧稍差
,

夜间仍有小抽搐
;

复查尿铅 7
.

3 1拌m ol /

L
,

因自动离院而中断治疗
。

出院前右肢活动稍差
,

其

他症状基本消失
。

出院后三个月随访
,

查各系统功能正

常
,

但常出现突然昏厥
、

面色苍白
、

口唇发纷
,

无呕 吐

和抽搐
,

数分钟后可自行恢复正常
。

4 讨论

本文报道铅 中毒的主要原因是人群暴露在高浓度

铅污染环境中引起的
,

其铅中毒脑病的婴儿与哺食含

铅的母乳有一定的关系
。

铅可 以通过血
一

乳屏障
,

哺食含铅母乳是工业母源

性小儿铅中毒的主要原因
;
动物实验也证明

,

母体通过

哺乳传递铅给仔 鼠的铅量
,

较通过胎盘传递高 4 倍
。

儿童铅中毒与成人铅中毒有许多不同之 处
,

小儿

对铅敏感性高
,

在相同接触条件下
,

小儿发病快而重
,

出

现中毒症状的血铅水平比成人低得多
;
儿童长骨 X 线

摄片可见长骨干箭端明显铅沉着带
,

且易患铅中毒脑

病
,

往往有生命危险
,

即使幸免
,

也多留有持久后遗症
。

本文教训其一是个体从业人员不 了解职业危害
,

作坊因陋就简
,

设备落后
,

缺乏有效防护
,

自然通风差
,

环境有害浓度高
,

强度大
,

尤其是哺乳女工从事铅作

业
,

工作后不更换污染的衣物酿成婴儿严重铅中毒事

故
;
其二是医疗单位缺乏职业中毒知识

,

延误了一个月

的治疗机会使病情加重
,

以及自动离院的不彻底治疗
,

致婴儿留下癫痛发作的后遗症
。

(收稿
:

1 9 9 4一 1 2一 0 5 修 回
:

1 9 95一 0 3一 1 8 )

砂土养路工人呼吸系统损害调查
龙岩地区职防院 (3 6 4 0 0 0) 郑宗展

龙岩公路分局医务室

郑干泉

陈雪云

连理芸

为探讨砂土养路作业对工人呼吸系统的损害情况
,

我们对 87 0 名养路工人进行职业体检
,

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选择全区 8 70 名男性养路工人为调查对象
,

平均

年龄 45
.

2 岁 (2 5一 66 岁 )
,

吸烟率 58
.

23 %
;
同时选择

未接尘男性工人 1 50 名为对照
,

平均年龄 47
.

1 岁 ( 24

一 6 0 岁 )
,

吸烟率 55
.

32 %
;
经统计分析年龄

、

吸烟率

二者无差异 (尸 > 0
.

05 )
。

详细问诊
、

内科检查
、

肺功能测定和胸部 X 线摄片

等
;
生产环境测定粉尘浓度

、

分散度
、

游离 51 0 :

含量
。

2 结果

2
.

1 养路作业环境
:

砂土养路工人主要是手工进行路

面维护
、

干式作业
。

1 9 8 6一 1 9 9 2 年粉尘浓度几何均值

为 1 2
·

0 8一 4 2
.

6m g / m ` ,

呼吸性粉尘 ( < 5拜 ) 占 6 0
.

2 %

一 7 6
.

9 2 %
,

游离 5 10
:

含量为 4 2
.

5 % 一 6 9
.

2 5 %
。

2
.

2 养路工人的呼吸 系统症状
:

表 1 示
,

养路工人呼

吸系统症状均较对照组有非常显著差异 (尸 < 0
.

01 )
。

2
.

3 肺功能测定
:

选择各工龄组 (1 组 5/ 年 ) 的无心

肺疾患 1 82 名养路工人和 1 50 名对照测定肺功能
,

项

目有肺活量 ( V C )
、

用力肺活量 ( F V C )
、

最大通气量

( M V V )
、

第 一 秒 用 力 肺 活 量 ( F E V
I 。

) 一 秒 率

( F E V
I

.

。

% )
、

呼气中期流速 ( M M E F )
。

表 1 养路工组与对照组呼吸系统症状分析

组别
胸闷

例 %

胸痛

例 %

气促

例 %

咳嗽

例 %

咳痰

例 %

Oé门了庄
Lù

h养路工组

对 照 组

检查

人数

8 70 2 0 6 2 3
.

6 8 1 3 4 1 5
.

4 0 1 5 2 1 7
.

4 7

2 1
.

3 3

2 1 3 2 4
.

4 8 1 8 7 2 1

3
.

3 3 2
.

6 7 1 8 1 2

u 5
.

68 4
.

0 2 5
.

1 0 3
.

3 7 4
.

2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2
.

3
.

1 肺通气功能测定
:

表 2 示
,

养路工人的肺通

气功能与对照相比
,

除 v C 指标差异显著 ( 尸< .0 0 5)

外
,

F V C
、

M V V
、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F E V
I 。

、

F E V I 。

%
、

M M E F 指标均

( P < 0
.

0 1 )
。



。

8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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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 (又士 S )

项 目 养路工组 ( 18 2例 )对照组 ( 10 5例 )t 尸

V C( l rn )34 8 7
.

0 士 4 8 1
.

4 4 3 6 18
.

3 5土 4 4 6
.

3 2 5
.

57< 0
.

0 5

F( V C rnl )34 8 2
.

2 2士 4 4 7
.

6 3 6 10 1
.

8 7士 4 50
.

2 2 3
.

5 1< 0
.

0 1

MV V( l m)8 2
.

8 8士 3 1
.

! 98 9
.

0 1士 18
.

3 6 3
.

2 9< 0
.

0 1

F V E I
.

o
( ml )2 6 19

.

50 士 4 4 0
.

2 2 3 24 1
.

0 士 3 38
.

3 5 13
.

0 9< 0
.

0 1

F EV I
.

。
%7 6

.

80 士 7
.

8 8 1 1
.

3 5士 3
.

7 17
.

24 < 0
.

0 1

M MF E( L / S )2
.

60 士 0
.

7 3 5
.

20 士 0
.

4 58
.

4 5< 0
.

0 1

2
.

3
.

2肺通气功能异常检出率
:

表 3示
,

V C
、

F V C
、

0
.

0 1 )
。

肺功能障碍 82 例 (4 5
.

05 % )
,

其中阻塞型 64

M V V 指标的异常检出率较对照差异显著 (尸 < 0
.

0 5 )
,

例 (占 78
.

05 % )
,

限制型 10 例 ( 12
.

2 % )
,

混合型 8 例

F E V
, 。 、

F E V
」 。

%
、

M M E F 有非常显 著差 异 ( P < ( 9
.

7 6 % )
。

表 3 各项肺功能指标异常检出率 比较

项 目
异常检

出率 %

养路工组 ( 1 8 2 例 )

%

对照组 ( 15 0 例 )

V C (实 /预 )

F V C (实 /预 )

M V V (实 /预 )

F E V : 。
(实 /预 )

F E V I 。
/ F V C %

M M E F (实 /预 )

< 8 0

< 8 0

< 8 0

< 8 0

< 7 5

< 6 0

2
.

0 6

2
.

1 0

2
.

0 0

4
.

3 9

4
.

9 3

6
.

2 6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899954426256.910n32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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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养路工尘肺
:

8 70 名养路工人 X 线表现为肺门和

肺纹理增多致密呈网状改变
:

发现 o +l 5 例 (1
.

72 肠 )
,

I 期尘肺 40 例
,

患病率 4
.

60 %
,

平均发病年龄 52
.

58

岁
,

发病工龄 23
.

53 年
,

X 线显示不规则阴影为主 ; 合

并肺结 核 52 例 ( 5
.

98 % )
、

慢 性支 气管 炎 1 03 例

( 1 1
.

8 4 % )
。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

高浓度
、

高分散度的粉尘是影响砂

土作业工人健康的主要危害因素
,

使得工人呼吸系统

症状表现明显
,

尘肺患病率较高
,

X 线胸片呈 网状改

变
,

尘肺以不规则阴影为主
。

肺通气功能 F v c
、

M v v
、

F E V
, 。 、

F E V I 。
%

、

M M E F 减退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统计

分析有非常显著差异 (尸 < 。
.

01 )
,

而异常检出率结果

也与之一致
,

提示养路工人的肺功能受到一定损害
,

主

要表现为阻塞型通气功能障碍
,

故应加强养路工的防

尘措施和对呼吸系统的保护
,

以维护工人的身体健康
。

(收稿
:

19 9连一 1 2一 2 8 修回
: 1 9 9 5一 0 4一 1 7 )

双城市个体冷胶粘布鞋业劳动卫生学调查

黑龙江省劳研所 (1 5 0 0 1 0) 张兴冲 李世敏

松花江地区卫生防疫站

孙桂芬 王可 仁 赵立仁 赵 斌

王滨生 刘延滨

1 9 9 4 年初双城市个体冷胶粘布鞋业中
,

陆续发生

4 名工人死亡
,

死因诊断
“
重度苯中毒

,

再生障碍性贫

血
” 。

为了解该市个体冷胶粘布鞋业苯的职业危害
,

我

们对 31 个鞋厂进行劳动卫生学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

1 调查方法

1
.

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

深入现场详细 询间有关劳

动卫生情况
,

并模拟测试车间空气中苯浓度
。

1
.

2 按统一表格进行健康检查
,

包括体格检查和实验室

检查 (血
、

尿常规
,

血小板和网织红细胞计数
,

肝功
、

转氨

酶和 乙肝表面抗原测定
,

心电图和肝脾 B 超检查 )
。

调查结果

劳动卫生基本情况

一般情况
:

自 1 9 9 1 年双城市个体鞋业
,

陆续

.11

勺乙弓̀

使用氯丁胶进行冷粘布鞋的工艺
。

主要生产工序如下
:

下料
/ 制帮 一 绷檀 一 刷胶

\ 制底 一围条 (用氯丁胶 )釜合鞋

成品一 修鞋 ~ 脱植

毒
压

~ 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