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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2血清 G S HP x
测定 采用 A D P N H偶联法

。

1
.

2
.

3血浆 L ( P〕 测定 采用 T BA荧光测定法
。

1
.

3其他

在该厂保健科医生协助下
,

收集有关年龄
、

工龄及

一般健康状况
。

2 结果

2
.

1 全血硒
、

血清 G S H P x
和血浆 L P O 均值

1 01 名硫化车间橡胶工人 3 项指标的均值分别为

0
.

1 2 2 士 0
.

0 3 4拜 g / m l
,

1 7 8
.

2 5 士 2 7
·

8 0 单位 ( l 单位 =

拼m
o

l N A D P H 被氧化 /分钟 /升血 )
,

2
.

1 2 9士 0
.

9 4 2 n
m

o l /

ml
,

均在本实验室采用的正常值范围内
。

不同年龄组和不

同工龄组 3 项均值未见有规律的趋势
,

各组之间差别无

显著性
。

2
.

2 全血硒
、

G S H P x
低于正常值和 L (P ) 高于正常值

的发生率

根据本实验室方法
,

全血硒值镇 .0 1 00 雌 / m l者为

低于正常值
,

共计 18 名
,

占 17
.

8 %
; G S H P x

毛 1 50 单

位者为低于正常值
,

共计 12 名
,

占 1 00 份标本 (丢失

1 份 ) 的 1 2
.

0 %
,

其中 2 名以上两值均低于正常
; L (P 〕

值超过 4
.

o n m ol / m l 者
,

本实验室定为不正常
,

共 4

名
,

其中 2 名同时 G S H P x

值偏低
。

以上 3 项指标之一

不正 常者共 31 名
,

占 30
.

69 %
;
两项同时不正常者共

4 名
,

占 3
.

9 6 %
;
无 3 项同时不 正常者

。

血硒最低值为

0
.

0 7 7拌g / m l ( 3 名 )
,

3 名 < 0
.

0 9 0拜 g / m l
,

其余 在

0
.

0 9 0拜g / m l 以上
。

血清 G S H p x
最低值为 9 0

·

0 3 单位
;

2 名 < 9 5
.

。 单位
,

10 名 < 15 0 单位 ; L P O 最高值为

5
.

8 6 n m o
l / m l

,

3 名 > 5
.

o n m o
l / m l

,

1 名在 4
.

0 和 5
.

0

间
。

3 讨论

本次调查橡胶厂 1 01 名硫化车间男性工人的全血

硒
、

血清 G S H P x ,

其均值在正常值范围内
。

这次调查

并未设对照
,

而 以本组上海货运北站 56 名工人血硒资

料作参考
,

这些工人也为男性
,

平均年龄和劳动强度相

似
,

测定方法
、

测 定人 员及条件均同
,

有较好可比性
,

其血硒均值为 0
.

1 28 士 。
.

0 2 0雌 /ml
,

与本组结果无差

别
。

但 这次 调 查 1 01 名 硫化 车 间 工人 血 硒低 于

0
.

1 0 0拜g / nr l者有 2 5 名 ( 1 7
.

8 2 % )
,

而上述货运 5 6 名

工人
,

仅 1 名低于此值
,

差别有显 著性
。

国内曾有人用

高硫饲料制成低硒动物模型
,

故有关硫化车间环境中

的硫能否影响人体内硒的代谢
,

也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

Br
o

in sl a w 报道国外橡胶
、

电站工人血硒
、

G S H P x
均值

低于对照工人
,

该作者并认为由于 出汗较多所致
,

但本

次调查硫化车间
,

同样高温
,

工人出汗多
,

不能解释
。

过氧化脂质 ( L P O )值一般可反映机体脂质过氧化

作用水平
,

最后产物脂氢过氧化物 ( L O O H ) 可引起细

胞成分的损伤
,

并可能有致癌作用
。

对肿瘤高发的橡胶

工人进行 L P O 水平调查不无意义
。

但本次调查结果
,

与 B or in
s

la w 报道不同
,

L P O 均值不高
,

可初步提示该

厂硫化车间环境中似不存在有明显损害机体硒代谢及

抗氧化能力的有害因子
。

(感谢该厂卫生保健科周华
、

昊建明等的协助
。

)

(收稿
: 1 9 9 5一 0 7一 3 1 修 回

: 1 9 9 5一 0 9一 2 6 )

一起急性苯中毒事故的劳动卫生学调查

王 丽华
`
刘晓红

,

王 奕
`

丁小 竹
,

刘武俊
2

曹坚 忠
3

王建华
3

因使用含苯氯丁胶而引起急性苯中毒的事故时有

发生
,

本文报道的是对一起急性苯中毒事故进行的劳

动卫生学调查和分析
。

1 事故经过

1 9 9 4 年 9 月 14 日
,

杭州某皮件厂某厂外加工点

的 15 名胶粘工少
、
及其随同帮工的 10 名 4 ~ 14 岁儿童

因先后 出现 头晕
、

头痛
、

胸闷
、

恶心
、

呕吐
、

双眼流泪
、

间歇性哭笑
、

昏迷等症状
,

被急送市人民医院抢救
,

经

该市卫生防疫站会诊
,

初诊为急性苯中毒
。

为明确中毒

原 因
,

市
、

县二级职防机构立即进行了联合调查
。

2 现场调查

该厂为镇办企业
,

个 人租赁
。

建厂 3 年来
,

一直生

产 真皮皮包
,

1 9 9 3 年 3 月改制拼皮皮包
,

开始使用 8 01

粘胶剂
,

粘胶剂购 自杭州市郊某粘胶剂厂
。

一间约

30 m
,

的厂外粘胶加工场设在某承包人的家中
,

加工场

中无任何通风防护设 施
,

仅在中央有一 台吊扇
。

使用粘

胶剂一年多来
,

未发生中毒情况
,

但从厂承包人到工人

无一知道粘胶剂成分
,

更不 知道有毒
,

胶水标签上注明

8 01 胶粘剂
,

有使用说明和生产厂家
,

但未标明成分和

毒性
。

工 人实行计件制
。

9 月以来
,

厂方为突击赶制拼

皮皮包
,

连 日加班加点
,

9 月 14 日下午
,

15 名工人把

各自家人带到粘胶工场
,

帮助粘制皮包
。

除晚餐半小时

1
.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 3 10 0 0 6 )

2
.

富阳市卫生防疫站

3
.

江干区卫生防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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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5
“

外
,

实际工作时间达 5 小时
,

共用去粘胶剂 40 k g ,

致

使在场的 14 名工人和 10 名 4 一 lt1 岁儿童 及一 位 66

岁的老人全部发生急性苯中毒
。

在工人停产 已 12 小时后 的作业工场
,

测得空气中

苯浓度为 8 6
.

Zm g / m
3 ,

超标 2
.

1 倍
。

用该粘胶剂作模

拟试验
,

测得空气苯浓度为 6 1 7 8 m g / m
3 ,

超标 1 54
.

5

倍
。

3 追踪调查

在进行现场调查的同时
,

我们对提供胶源的某粘

胶剂厂进行了追踪调查
,

该粘胶剂厂系个体经营 户
,

打

胶工场设在家中 20 m 2

的房内
,

无任何通风防护设施
,

80 1 粘胶剂的原料有氯丁胶片
、

树脂及稀释剂组成
,

分

别按 1 7
:

5
:

78 的 比例配方后倒入打胶机打胶
,

然后

灌装分送各用 户
。

使 用的稀释剂从本市某精细化工 厂

进货
。

对 已停产 30 小时后的打胶工场进行空气监测
,

测 得 空 气 中苯 浓 度 为 19
.

s m g / m 3 ,

甲 苯 浓 度 为

2
.

Zm g / m
3 ;
胶样挥发气成份分析

:

苯 8 2
.

4 %
、

甲苯

14
·

1 %
、

二 甲苯 .3 6 %
,

与皮件厂提供的胶样挥发气成

份分析结果基本 一致
。

接着我们 又对某精细化工厂进行调查
,

这是一家

由经济开发 区特批的私营企业
,

建厂 8 个 月
,

职工 20

人
,

生产工人 7 人
,

主要产品为含苯稀释剂
,

其工艺是

将焦化厂生产的粗苯经酸洗
、

中和
、

加压蒸馏后生成稀

释剂
,

主要成分为苯 8 9
.

4 %
、

甲苯 1 0
.

6 %
。

经对该厂

生产操作位测定
,

空气 中苯浓度 90
.

Zm 只 / m
“ ,

甲苯

2 1
·

Zm g / m
’ ,

二 甲苯 s m g / m
3

。

经上述现 场调查
、

模拟试验
、

跟踪调查和胶样成分

分析
,

结合中毒病人临床表现
,

符合急性苯中毒诊 断
。

4 事故原因分析

4
.

1 引起这起事故的 主要原 因是该皮件厂缺乏安全

卫生知识
,

在没有任何通风防护措施下突击生产
,

又缺

乏严格的管理
,

老人
、

儿童参与有害作业
,

以致 10 名

儿童和 1 名 “ 岁的老人也深受其害
。

4
.

2 事故涉及的三家企业分别为乡镇企业
、

个体企 业

和私营企业
。

这些企业注册登记时
,

没有经过卫生防疫

部门的审查和建档
,

以致缺乏 必要 的卫 生监督和管理
。

4
.

3 化工生产企业只顾生产销售
,

不顾使用安全
,

化

工 产品不注明成分和毒性
,

以致使用者在未加防护的

情况下使用有毒化学品
。

5 讨论

通过这次中毒事故的教训
,

使我们认识到
,

随着经

济改革的深入
,

多种经济体制将并存发展
,

因此必须加

强法制建设和 执法监督
。

职防机构也要不断转变工作

职能
,

调整 工作方式
,

摸索出新的职业 人群的健康教育

模式
,

龙其是 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较发达的地区
,

应经

常利 用影响大的舆论 宣传工具
,

进行职业卫生知识的

宣传
,

以提高人们的自我 防护意识
,

杜绝和减少各种急

慢性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
。

(收稿
: 1 9 9 5一 1 0一 0 5 修 回 19 9 5一 1 2一 2 7 )

急性丙酮氰醇中毒致顽固性头痛 1 例报告

广东省茂名市职防院

广东省茂名市中医院

患某
,

男
,

5 0 岁
,

工 人
,

因顽固性持续性头痛 5 年
,

于 1 9 9 4 年 3 月 23 日入院
。

患者 1 9 8 9 年 8 月在操作时

丙酮氰醇从管道大量排出
,

喷到患者身上
,

3 分钟后 昏

迷不省
,

经检查神经系统无 阳性体征
,

抢救 12 小时才

清醒
,

之后出现头晕
,

从 1 9 9 0 年 3 月 15 日起头痛
,

为

顽固持续性阵发性加重
。

查体
:

无阳性所见
。

实验 室检查
:

血
、

尿
、

粪常规正常
;
血脂正常

;
肝

功正常
;
颈椎片未见骨质病变

;
脑电阻图正常

;
心电图

正常
;
胸片

:

心肺无异常发现
; B 超

:

肝
、

胆
、

脾
、

胰
、

肾
、

前列腺未见异常
;
脑电图示

:

轻度异 常脑电图
; C T

检查
:

轻度脑萎缩
。

治疗
:

5 年来每年均来住院治疗
,

多次重复给予维

( 5 2 5 0 1 1 )

戴瑞晾

梁大品

生素 B
l 、

B
6 、

E
,

三磷酸腺昔
,

肌普
,

谷维素
,

人参蛤

蚜精
,

鹿尾 巴精
,

洋参丸等多种药物均无效
。

其中一旦

停用颅通定
、

安定
、

去痛片或正天丸之类的对症治疗药

物则头痛加剧
,

以致不 能睡眠
,

服之仅起减轻头痛作

用
,

而不能使头痛症状消失
。

讨论 丙酮氰醇为无色液体
,

由于其易代谢为丙

酮和氢氰酸
,

因此属高毒类
。

中毒时可出现心悸
、

头痛
、

恶心
、

呕吐等
,

严重时发生呼吸困难
、

昏迷
、

抽搐
。

急

性巾毒后可遗有头部胀痛
、

失眠
、

多梦
、

无力和食欲减

退等症状
。

类似本文患 者呈顽固性头痛用止痛药都无

效的病例实属 罕见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2 7 修回

:
19 95一 0 3一 1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