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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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 (又士 S)

项 目 养路工组 ( 1 8 2 例 ) 对照组 ( 1 0 5例 ) t 尸

V C ( rn l ) 3 4 8 7
.

0 士 4 8 1
.

4 4 3 6 1 8
.

3 5土 4 4 6
.

3 2 5
.

57 < 0
.

0 5

F V C ( rn l ) 3 4 2 8
.

2 2 士 4 4 7
.

1 6 3 6 0 1
.

7 8士 4 50
.

2 2 3
.

1 5< 0
.

0 1

M V V ( m l) 8 2
.

8 8 士 1 3
.

! 9 8 9
.

1 0 士 1 8
.

3 6 3
.

2 9 < 0
.

0 1

F E V I
.

o
( m l ) 2 6 1 9

.

50 士 4 4 0
.

2 2 3 2 1 4
.

0 士 3 3 8
.

3 1 53
.

9 0 < 0
.

0 1

F E V I
.

。
% 7 6

.

8 0 士 7
.

8 1 8 1
.

3 5士 3
.

7 1 7
.

2 4 < 0
.

0 1

M M E F ( L / S ) 2
.

6 0 士 0
.

7 3 5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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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乃O

,10ù,dgó
`

19一Qó5
ǎ卜é月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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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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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9
.

31 个工厂厂房简陋
,

多是家庭住房
,

车间高约 2
.

0 小时 )
。

一 2
.

g m
,

平均面积为 21 m
2 (l 。一 44 m 2

)
,

除一个车间 2门
.

2 模拟测试结果
:

调查时
,

工厂 已全部停产
,

对

窗户安有轴流风扇外
,

均无任何通风排毒设施
。

每日生 两个鞋厂车间空气中苯浓度
,

进行模拟测试
,

结果见表

产布鞋 1 0 0 一 1 0 0 0 双
,

生产时间平均 1 0 小时 ( 6一 1 4 1
.

表 1 两个鞋厂车间空气中苯浓度模拟测试结果

鞋厂 车间 工序

胶 刷胶

刷胶

烘烤

平均 最低 最高

苯浓度

超标倍数
备注

1 5 3
.

3 8

1 7 7
.

4 4

2 7 7
.

5 7

9 6
.

1 5

1 3 1
.

0 5

1 3
.

0 5

1 6 9
.

4 8

1 14
.

9 4

1 12
.

6 5

1 7 2
.

4 9

2 4 2
.

2 3

2
.

8 3

3
.

4 4

5
.

94

1
.

40

2
.

28

0
.

0 0

3
.

24

正常生产每日 8 00 双

鞋
,

测试时 2 名工 人

刷鞋 40 双

过 道

绷植南屋

绷植北屋

刷 胶 刷胶

烘烤

4 6 2
.

4 6 27 0
.

1 7 7 2 5
.

3 9 1 0
.

50

采样时间

刷胶 20 分

刷胶 1 小时

刷胶 1 小时

刷胶 20 分

刷胶 1 小时

刷胶 1 小时

刷胶 1 小时

刷胶 10 分 正常生产用 4 个烤箱

烘烤
,

测试时 1 人用

1 个烤箱刷纸板

2
.

2 体检结果

2
.

2门 基本情况
:

31 个工厂共有工人 3 52 名
,

体检

1 5 2 人
,

其中男 20 人
,

女 13 2 人
,

平均年龄 2 7
.

6 岁

( 1 6 ~ 4 6 岁 )
,

平均接苯 6 个月 ( 1
.

5一 2 4 月 )
。

主要接

苯 工 种有刷胶 29 人
,

占 1 9
.

1 %
;
围条 17 人

,

占

1 1
.

2 %
;

合鞋 12 人
,

占 7
.

9 %
。

非接苯工种有绷植 68

人
,

占 4 4
.

7 %
,

还有压鞋
、

修鞋
、

脱植等工种
,

多数

工厂接苯和非接苯工种混在一个车间或在相通的彼邻

车间
。

2
.

2
.

2 苯中毒和观察对象检出情况
:

根据国家职业

性苯中毒诊断标准
,

诊断苯中毒 n 人 (重度中毒 2 人
、

轻度中毒 9人 )
,

检出率为 7
.

3 %
;
其中绷植 6 人

、

围

条 3人
、

合鞋 1 人
、

修鞋 1 人
。

观察对象 48 名
,

检出

率为 31
.

6 %
。

中毒病例平均接苯工龄 7
.

7 个月
。

2
.

2
.

3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2
.

2
.

3门 症状和体征 受检工人主要表现头昏 60

人 (3 9
.

5 % )
,

乏力 32 人 ( 2 1
.

1 % )
,

胸闷心悸 21 人

( 13
.

8 % )
,

牙眼出血 31 人 ( 20
.

4 % )
,

月经周期缩短或

月 经量 多 25 人 ( 1 6
.

5 % )
,

有 皮 肤 出血 点 21 人

( 13
.

8 % )
,

3 人尚有失眠和记忆力减退
。

2
.

2
.

3
.

2 血液改变 体检工人白细胞为 5
.

3 x l 。丫

L
,

最低为 。
.

35 x 10
9

/ L ;
血红蛋白平均 1 24

.

9 9 / L
,

最

低 6 0 9 / L ;
血小板平均 1 1 6

.

l x l o ,

/ L
,

最低 Zo x l o
,

/

L ;
网织红细胞平均 0

.

95 %
。

2
.

2
.

3
.

3 肝脏改变 除 2 名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外
,

B 超检查主要表现肝回声粗
,

共 48 人
,

占 32
.

8写
。

3 讨论

3
.

1 双城市个体冷粘布鞋业职业危害严重

本次模拟测试时间和生产量分别是正 常生产的十

分之一 和二十分之一
。

结果刷胶车间空气中苯浓度超

标 .2 8一 10
·

5 倍
,

过道及相邻非苯作业车间苯浓度平

均超标 1
.

6 倍
。

提示正常生产情况下
,

车间空气中苯浓

度更高
。

本次体检苯中毒和观察对象检出率分别为 7
.

3 %

和 3 1
.

6 %
,

均 明显高 于 全省苯 中 毒普查 检 出率

( o
·

3 % ) ( x Z = 1 5 5
.

7 ; 尸 < 0
.

0 0 5 ) 和观察对象检出率

( l
·

2 % ) ( x `
= 1 0 1 1

·

8 ; p < 0
.

0 0 5 )
。

l 一例苯中毒患者

平均工龄为 7
.

7 月
,

最短仅 3 个月
。

苯中毒患者病情较

重
,

该人群在 1 9 9 4 年先后发生 6 例重度苯中毒
,

死亡

5 例
。

3
.

2 双城市个体冷粘布鞋业发生苯中毒的原因分析

3
.

2
.

1 不认真贯彻 《乡镇企业劳动卫生管理办法 》
,

对个体鞋业卫生监督不力
。

32 个工厂 只在工商局办理

营业执照
,

根本未进行
“
三同时

”
审查

,

车间狭窄低矮
,

无任何通风排毒设施
,

使用含 87 % 苯溶剂的氯丁胶
,

并用大功率灯泡烘烤
,

致使车间空气中苯浓度严重超

标
。

3
.

2
.

2 业主无法律和劳动卫生常识
,

无用工手序
,

使

用 16 岁童工
,

任意延长工作时间
,

工人休息
、

用餐均

在车间
。

3
.

2
.

3 工人缺乏苯危害知识
,

自我保护意识差
,

不

注意个人防护
,

发生明显症状后仍继续工作
,

导致严重

苯中毒
,

甚至死亡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19 修回
:

1 9 9 5一 0 4一 0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