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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 i rat o r yf lo w a rt e)试验
,

显现通气功能异常
,

且与

吸烟剂量相关
。

本文工人中 80 名离岗工人进行了肺功

能测定
,

虽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

限制性通气功能障

碍和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等情况发生
,

但病例尚少
,

尚

需进一步积累资料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0 5 修回
:

1 9 9 5一 0 3一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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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铸工尘肺普查时
,

只注意矽尘对工人健康 尘工人做后前位胸片 30 年回顾性调查
.

的影响
,

忽略了石棉尘对肺部的作用
,

且这方面的报道 2 结果

比较少
。

在近几年的铸工尘肺诊断中
,

陆续发现了铸工 2
.

1 劳动条件

X 线胸片有石棉胸 X 线及胸膜斑的改变
。

由此
,

对某 该厂主要生产普通及数控车床等十大类产品
。

在

厂铸造接尘工人前位 X 线胸片进行了 30 年 ( 1 9 6 4~ 生产过程中
,

铸造是第一道工序
。

全厂共有职工 12 456

1 9 9 3 年 ) 动态观察及现场调查
,

以探索微量石棉尘对 人 (其中集体职工 4 8 23 人 )
,

接触粉尘 7 85 人 (占全民

铸造工人身体的影响
,

为铸工胸部 X 线表现提出新的 职工 10
.

28 % )
。

粉尘作业点计 50 个
,

大部分分布在铸

见解
。

造车间
。

铸件年产量 2
.

1~ 2
.

2 万吨
。

所用石棉垫由辽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宁省鞍山市生产
,

系温石棉类
,

年用量 3
.

9 吨
。

造型合

1门 由沈阳市尘肺诊断组协助
,

对某厂铸造车间 51 8 箱时将石棉垫置于上下箱缝隙之间
,

起衬垫作用
,

防止

名接触粉尘工人进行调查
。

浇注时铁水外溢
。

造型完毕后
,

清理出的混有石棉的砂

1
.

2 利用工厂职工档案
,

核查统计调查对象的工龄
、

子可以反复使用
。

铸造过程中
,

型砂逐步更新
、

石棉反

工种
、

职业史及阅片登记记录卡
。

复使用
,

以至生产环境中长期有微量石棉尘的污染
。

1
.

3 应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

对 5 18 例接触矽尘及石棉 2
.

2 工种与 X 线改变 见表
。

工种与 X 线改变

工种 例数
胸膜斑 胸膜肥厚 胸膜炎 胸膜钙化 可疑胸膜斑 未检出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2 2 8
.

9 4

4 6
.

7 8

1 3
.

1 3

0 0

6 3
.

9 0

3 3 6
.

3 7

1
.

2 2 1
.

6 3 0
.

4 1

1
.

6 9

3
.

1 3

0
.

6 5 0
.

65

0
.

97 1
.

1 6

0
.

6 5

0
.

3 9

1

l

2

1 1

3 2

3 7
.

5 5 6 2
.

5

5
.

6 9 2 0 2 8 2
.

1 1

1
.

6 9 5 3 8 9
.

6 3

3
.

1 3 2 9 9 0
.

6 3

1 0
.

5 2 1 7 8 9
.

4 7

7
.

1 4 1 3 4 8 7
.

0 1

6
.

1 8 4 4 0 8 4
.

9 4

8246593219154518制砂

造型

清理

天车

熔化

其他

总计

不同工种的胸部 X 线改变有所不同
,

受检的 51 8

人中
,

发现胸膜斑 33 例
,

检出率 6
.

37 %
。

造型工胸膜

斑检出率最高
,

计 22 例
,

检出率为 8
.

94 % ; 清理工
、

天车工及其他接尘工检出率分别为 6
.

78 %
,

3
.

13 %
,

3
.

90 % ; 制砂工和熔化工均未检出石棉斑
,

但分别有 3

例和 2例为可疑胸膜斑 (其厚度为 2
.

s m m )
,

需进一步

观察
。

2
.

3 石棉胸膜斑与发病工龄

铸工石棉胸膜斑的最短发病工龄为 22 年
,

最长为

42 年
,

平均发病工龄为 30
.

8 年
,

其胸膜斑的厚度以 5

~ l o m m 为多
,

占 7 0 %
。

3 讨论

该厂在铸造过程中
,

一直用石棉垫作密封垫
,

随着

1
.

沈阳第一机床厂工卫环保处 (l 10 0 2 5)

2
.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3
.

朝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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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

机床产量提高一倍
,

由于铸造吨

位增加
,

石棉衬垫用量也随着增加
,

铸造车间一年用石

棉量达 3
.

9 吨
,

而每吨造型用砂重复使用
,

部分石棉衬

垫纤维破碎而混于制砂
、

配砂等厚料中
。

据多年观察
,

铸工胸部 X 线表现以网织阴影较普遍
,

现场的防尘治

理也以防治矽尘为主
。

应重视石棉对铸造工人身体健

康的影响
,

建议有关部门及企业对全铸造行业展开一

次大型调查
,

以便深入研究石 棉的不良影响
。

通过调查统计发现
,

该厂建厂以来
,

一直应用石棉

垫做衬垫
,

以防止浇注时漏铁水
,

鉴于本次调查发现石

棉对铸工的危害较大
,

建议改进造型中石棉做衬垫的

工艺
,

对石棉的危害应予重视
,

并寻找新的替代物质
。

(收稿
: 1 9 9 4一 0 9一 2 4 修回

:
1 9 9 5一 12一 0 5 )

不 同煤种采煤工尘肺流行病学分析
`

华北煤炭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0 6 3 0 0 0) 张晓峰 韩向午

研究不同煤种的致尘肺作用
,

是探讨不同煤尘对 资料
、

拍过胸大片的本矿籍采煤工人
。

由专业人员填写

工人健康的危害和制订煤尘卫生标准及防尘措施的重 预先设计的卡片
;
尘肺诊断由所在地区矽肺诊断组按

要依据
。

为此
,

我们于 1 9 8 5一 1 9 8 8 年对 3个煤种 6 个 我国 1 9 6 3 年矽肺诊断标准诊断 ; 煤矿概况
、

煤尘浓度

煤矿的采煤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对比分析
。

及煤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等资料 由各矿务局 提供
,

1 资料与方法 见表 1
。

将调查卡资料输入 BI M一 P C / A T 电子计算

采取典型调查选点的方式
,

选择了中南
、

内蒙古
、

机
,

用 B A SI C 语言编制程序
,

进行尘肺患病率
、

发病

东北共六个煤矿为调查单位
,

其中 M
、

X 为无烟煤矿
,

率等指标的对比分析
。

L
、

C 为烟煤矿
,

J
、

iX 为褐煤矿
。

调查对象为有体检

表 1 煤尘浓度水平和煤尘中游离 51 0 :

含量

M X L C J X i

煤尘浓度水平 ( m g /m 3 )

煤尘中游离 51 0 :

含量 ( % )

5 5
.

8 9 2 6
.

4 5 8 1
.

3 6 3 9
.

3 4 2 8
.

0 6 1 9
.

8 0

1
.

6 6 0
.

7 2 2
.

0 4 1
.

1 7 3
。

3 9 1
.

50

2 结果与分析 见表 2
.

3
。

2
.

1 采煤工工龄别尘肺患病率

表 2 六个煤矿采煤工工龄别尘肺患病率 ( 写 )

工龄 M X L C J X i

(年 )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0 ~ 6 2 4 1 1 1
.

3 3 18 1 0 3
.

1 6 2 5 0 0
.

0 1 7 0 0
.

0 3 8 4 1 0
.

3 1 6 5 0 0
.

0

1 0 ~ 5 4 6 6 9 12
.

6 3 1 8 2 9 9
.

1 6 9 4 3 0
.

4 2 6 1 4 1
.

5 6 6 9 1 9 2
.

8 1 6 3 1 0
.

6

2 0 ~ 1 0 7 3 6 33
.

6 5 8 1 8 3 1
.

0 1 4 6 8 5 9 4
.

0 3 7 7 1 0 2
.

6 34 2 2 6 7
.

6 1 8 2 1 0
.

5

合计 1 2 7 7 1 16 9
.

1 6 9 4 5 7 8
.

2 2 7 8 7 6 2 2
.

2 6 5 5 1 4 2
.

1 1 3 9 5 4 6 3
.

3 5 1 0 2 0
.

4

注
:

A
:

接尘工人数 B
:

病例数 C
:

患病率

六个煤矿采煤工尘肺患病率中除两个褐煤矿之间 年以上工龄组为最高
。

不论哪个工龄组都以无烟煤矿

有显著差异外 (尸 < 0
.

01 )
,

两个无烟煤矿及两个烟煤 尘肺患病率为最高
。

从尘肺平均发病工龄看
,

也是无烟

矿之间差异不显著 (尸> 0
.

0 5 )
。

而无烟煤矿尘肺患病 煤矿发病快于烟煤和褐煤矿
。

率比烟煤矿
、

褐煤矿都高
,

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
0

.

0 1 )
。

烟煤矿与褐煤 矿相 比也有显著差 异 (尸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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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5 )
。

采煤工尘肺患病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升高
。

以 20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