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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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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尸 > 0
.

5
。

结果表明改良法与原法无明显差异
,

改良法完全可以代替原法
。

3 讨论

3
.

1 原法加入 s m l 文齐氏液在进行比色倾入 比色杯

时
,

剩余 2 m l试剂很容易流到试管和 比色杯外
,

造成氰

化钾污染操作者的手
。

改为加入 3 m l文齐氏液恰好为

cI m 杯比色用量
,

完全转移至 比色杯不外流
,

即避免 了

污染又节约了试剂和处理废液所用的次氯酸钠液
。

3
.

2 由于大多数矽肺患者 H b 含量较高
,

原法取血

20 川显色较深
,

测得的吸光度值偏落在分光光度计刻

度盘的左侧 0
.

45 一 0
.

60 之间
。

而改良法取血 10 风测

得的吸光度值大部分落在 0
.

30 一。
.

45 之间
,

位于刻度

盘中间区域
,

这样便于观察且符合比色分析的最佳条

件
。

3
.

3 改良法不仅适用于矽肺患者
,

而且适用于任何就

检者
,

H b 含 量从 60 一 2 0 0 9 / L 的吸 光 度值 范围是

.0 1 35 ~ .0 45 之间
,

能准确读取吸光度值
。

(收稿
: 1 9 9 5一 1 1一 1 0 )

尼龙 66 盐作业工人鼻腔疾病发病调查分析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职工医院 (l n o o 3) 韩师园 张丽娟 聂永久

为了解尼龙 66 盐粉尘引起鼻腔疾病的发病情况
,

照组 ( 尸 < 0
.

0 5 )
。

接尘组工人 鼻腔疾病患病率与工龄

我们对某化工厂尼龙 66 盐粉尘作业工人进行了鼻腔 及吸烟无关
。

疾病的调查
,

现将结果及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

3 讨论

1 一般资料 尼龙 66 盐是制备化学纤维锦纶的单体
,

为 己二酸

1
.

1 粉尘测定
:

共测尘 20 个点
,

尼龙 “ 盐粉尘浓度 及 己二胺缩合而成的己二胺 己 二酸盐
,

白色粉末状结

为 n
.

0一 2 5 7
.

o m g / m 3
。

晶
,

味稍苦
,

涩
,

一般认为无毒性
。

本次调查 尼龙 66

1
.

2 对象
:

接触尼龙 “ 盐粉尘工人 78 例
,

其中男 49 盐车间生产环境较差
,

无通风设施
,

没有个 人防护
,

粉

例
,

女 29 例
,

年龄为 24 一 47 岁
,

平均 3 6
.

2 岁
,

工龄 尘浓度较高
,

个别高达 2 57 m g / m
3 。

接尘组作业工人 鼻

为 12
.

9 士 0
.

8 年
,

吸烟者 30 例
,

占 3 8
.

5 %
。

对照组工 腔疾病患病率为 5 2
.

6 %
,

国内报告粉尘作业工人鼻腔

人 25 例
,

其中男 13 例
,

女 12 例
,

年龄为 26 一 51 岁
,

疾病患病率为 4 8
.

7 %
,

本组报告略高
,

其原因主要是
:

平均 3 7
.

4 岁
,

工龄为 13
.

1士 0
.

9 年 ; 吸烟者 6 例
,

占 (l ) 工人对粉尘的危害认识不足
,

个人防护意识淡薄
;

24 %
。

两组年龄及工龄构成相近无显著差异 ( P > ( 2) 由于粉尘的长期机械性刺激
,

造成鼻粘膜腺体及鼻

。
.

05 )
。

粘毛功能受损
,

使鼻腔分泌物减少
,

粘膜干燥
,

毛细血

2 结果 管脆裂
,

防御功能受到破坏
,

易受病原体的侵袭
,

从而

接触尼龙 66 盐粉尘工人 自觉症状主要是鼻塞
、

鼻 引起鼻腔疾病
。

痒
、

鼻妞等
。

接尘工人中部分患有慢性咽炎 ( 4 9
.

5 % ) 总之
,

我们认为尼龙 66 盐粉尘对作业工 人鼻咽部

和慢性咽喉炎 ( 12
.

3 % )
。

接尘工人鼻腔疾病患病人数 是有损害的
,

生产部门应加强防尘措施及个人 防护
,

以

为 41 例
,

占 52
·

6 %
;
对照组工人鼻腔疾病患病人数为 保护工 人的身体健康

。

9 例
,

占 36 % ; 两组经统计学处理
,

接尘组明显高于对 (收稿
:

19 9 5一 10 一 20 修 回
: 1 9 9 5一 n 一 2 8)

硫酸作业工人牙齿酸蚀症的调查

广州市职防院 ( 5 1 0 4 2 0 ) 张燕芳

为探讨长期进行硫酸生产作业工人的牙酸蚀症 程 牙冠破坏在 1 3/ 以内
; 皿度

;
牙冠缩短 1 3/ 以上

,

甚至

度
,

我们于 1 9 9 0 年 9 月对广州某硫酸厂 3 02 名硫酸作 牙冠全部消失
。

由专人检查
,

统一记录
。

业工人进行了健康调查
。

3 02 名调查对象 中男性 2 13 调查 3 02 名工人
,

检出牙齿酸蚀症 53 例
,

其中 I

名
;

年龄 18 一 59 岁
,

平均年龄为 33
.

24 岁
;
实际接触 度 52 例

,
l 度 1 例

,

检出率为 1 7
.

55 %
;
主要表现牙

工龄 2 月 ~ 34 年
,

平均工龄为 6
.

64 年
。

除作一般职业 齿釉质表面透明度稍差 ;也有的直觉牙色大致正常
,

主

性体检外
,

并进行牙科检查
,

主要检查牙体
、

牙周及牙 诉多有牙齿对冷
、

甜等刺激敏感
。

但不 同性别
、

年龄牙

眼的变化
。

齿酸蚀症的阳性率无显著差异 ( 尸 > 0
.

0 5)
。

牙齿酸蚀症的分类标准为
:

I 度
,

表面无变化
,

有 随着工龄增加
,

牙齿酸蚀症的检出率有升高的趋

透明磁器色外观或黑色点
,

感觉过敏
; I 度

,

有刀切样 势
,

53 例阳性病例工龄均在 5 年以上
。

工龄 5 年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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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者分别检出 2 4例
、

9 2例
,

检出率分别为 1 3
.

4肠

和 2 3
.

5 %
。

放酸组工人 8 名
,

有 2 例牙酸蚀症
,

检 出率为

25 %
。

有 1 例工龄仅 3 年
,

出现 l 度牙齿酸蚀症
,

这可

能与接触的硫酸浓度偏高有关
,

但个体敏感性
、

实际接

触量
、

接触方式及个人防护等情况都有可能存在一定

的影响
,

有待进一步观察
。

本次调查提示长期接触低浓度的硫酸烟雾
,

容易

引起牙齿酸蚀症
,

因此
,

安全与保健措施不容忽视
。

建

议整个生产系统应尽量密闭化
、

操作机械化
,

并加强对

酸雾的净化回收
,

对工作场所进行有效的通风和照明
;

同时还应经常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

使其掌握正

确的操作方法
;
严格讲究个人卫生

,

在工作期间
,

可定

时用 10 %碳酸氢钠溶液嗽 口
,

工作场所还应设置饮用

喷泉
;
工人应进行定期体检

,

包括牙科检查等
。

(收稿
:

1 99 5一 0 7一 1 0 修回
:

1 9 9 5一 0 9一 1 9 )

菊花烘焙室急性 C O 中毒调查

黄山市款县卫生防疫站 ( 2 4 5 2 0 0) 王世奎 姚 月菊

1 9 9。一 1 9 9 4 年款县花农在密闭室 用木炭火烘焙 续操作 4 小时
,

突然 昏倒在地
,

不省人事
,

被他人入室

菊 花
,

发生急性 C O 中毒 13 例
,

男 10 例
,

女 3 例
,

最 发现
,

急送县 医院抢治获救
。

方某
,

男
,

28 岁
,

1 9 9 1

小 2 8 岁
,

最大 63 岁
,

平均年龄 44 岁
,

其中死亡 3 例
。

年 n 月 12 日
,

在 43 m
3

居室内围火炉一个
,

晚上 8 时

按 G B 8 7 81 一 88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及 始烘菊花
,

连续操作至下半夜
,

因过于疲劳
,

睡在花室

处理原则
,

轻度中毒 2 例
,

中度 6 例
,

重度 5 例
。

内
,

晨 6 时许被哥哥发现
,

已倒在床边地上死亡
。

方某
,

本组中毒场所均为自家居室
,

钢筋水泥结构
,

有门 男
,

39 岁
,

1 9 9 2 年 n 月 10 日
,

在 45 m 3

居室内围火

1个
,

窗 1一 2 个
,

体积 21 一 54 m 3 ,

室 内地面上用弧形 炉一个
,

晚上独自烘花
,

次晨呼唤吃早餐
,

才发现 已中

砖围成直径 0
.

9 米火炉 1一 6 个
,

每炉放入木炭 30 斤
,

毒死亡
。

点燃火旺后再用草木灰撒盖在炭火上
,

文火烘焙
,

每炉 讨论 鲜菊花须经木炭火烘焙干燥后方可供药用

上罩一用竹编制的竹笼
,

分上下两层
,

下笼距离火源 或彻茶饮用
。

木炭在不完全燃烧时
,

可产生 C O
,

本组

25
c m

,

操作者将菊花均匀的摊放在两层竹笼上
,

为保 急性 C O 中毒系在居室内围木炭火炉烘焙菊花
,

为保

持室 内稳定的温度
,

将门窗关闭
,

其门窗缝隙用纸粘 持室 内温度
,

将门窗关闭
,

门窗缝隙用纸粘贴
,

不通风
,

贴
,

为便于连续工作
,

有的操作者夜间睡在花室内
,

每 致使 C O 浓度逐渐增高
,

室内空气中氧含量减少
,

连续

隔 1一 2 小时掀动每笼菊花和调整火候
,

直至焙干为止 操作时间太长
,

或睡在花室内
,

吸入高浓度 C O 引起
。

(每笼焙干 约 8 小时 )
,

每户根据菊花数量多少
,

一般要 为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

火炉上应安装排毒风管
,

安

7 ~ 15 天焙完
。

中毒原因为门窗关闭
,

不通风
,

操作者 排两人轮换操作
,

缩短接触时间
,

开启门窗适当通风
,

在花室 内睡觉所致
。

组织自救互救
,

有条件者佩戴供氧式防毒面具等安全

典型病例
:

余某
,

女
,

40 岁
,

1 9 9 3 年 n 月 24 日 监护措施
。

中午
,

在 5 4 m 3

居室内围火炉一个
,

进行烘焙菊花
,

连 (收稿
:

1 9 9 5一 H 一 10 修回
:

1 9 9 6一 01 一 10)

一起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的调查

德州市卫生防疫站 ( 2 5 3 0 18 ) 杨振 国 付建立

某农药厂 1 9 9 4 年发生一起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
,

造成 6 人中毒
,

其中 3 人当场死亡
。

经调查
,

主要原因

如下
。

马拉硫磷车间硫化工序正常生产时
,

五硫化二磷

与甲醇在硫化釜内硫化产生硫化氢气体
,

硫化氢经缓

冲罐缓冲再进入 1一 3 号吸收罐与碱液反应 后排出
。

5

月 4 日当班操作工出料时未按操作规程关闭缓冲罐与

吸收罐之间的阀门及打开硫化釜取样 口的胶塞
,

致使

高浓度硫化氢气体和碱液倒流 至缓冲罐内
,

并由防爆

口溢出
。

待发现后又错将缓冲罐底部阀门打开排到室

内无盖的地沟内
,

使高浓度硫化氢气体在泵房内扩散
,

导致现场 人员 6 人中毒
。

事故发生后次日 (5 月 5 日 )

上午 10 时 30 分测 定吸收罐旁硫化氢浓度仍高达

40 Om g /耐
,

超过卫生标准 39 倍
,

证实此次事故中毒人

员为硫化氢中毒
。

(收稿
: 19 9 5一 0 2一 2 5 修回

: 1 9 9 5一 0 4一 2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