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6 年第 9卷第 4 期
.

2 3 3
.

为 2 3
.

2 5 %
,

两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0 1 )
,

其 中痛 经 发 生 率 观 察 组 为 2 5
.

5 6 %
,

对 照 组 为

13
.

33 %
,

两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 1 ) ; 月

经异常率有随着工龄增长而增高的趋势 (尸 < .0 0 01 )
。

上述说明长期站立作业对女售货员月经功能有一定影

响
,

其中以痛经为著
,

且与工龄有一定关系
。

观察组痛经发生率较高可能与长期站立作业
,

重

力引起的流体静力学作用影响静脉血回流
,

子宫等盆

腔脏器充血有关
。

建议应加强女售货员妇科健康监护和劳保措施
。

如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

早发现早治疗 ;实行工间操制和

班后洗热水浴
,

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上班不准穿高跟

鞋 ;孕妇应缩短立位工作时间
,

妊娠后期应暂停立位工

作等
。

(收稿
:

1 9 9 5一 0 5一 2 3 修 回
:

1 9 9 5一 0 8一 1 0 )

国防坑道兵晚发
、

迟诊
、

误诊砂肺调查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 0 6 7) 甘传伟 杨俊芝

我院近十年来
,

相继收治
、

诊断国防施工坑道兵晚

发
、

迟诊
、

误诊矽肺病人 21 例
。

为汲取经验教训
,

探

讨晚发
、

迟诊
、

误诊的原因
,

进而提出防治建议
,

笔者

对本组病人进行了调查分析
,

现总结报告如下
。

1 对象及方法

1
.

1 对象

我院收治的有坑道作业史的军人
,

复转后未再从

事粉尘作业
,

经市尘肺诊断组按 G B 59 o 6
一

8 6 标准确诊

的矽肺病人
。

1
.

2 方法

采用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

查阅住院病历
,

部

分面访调查
,

综合统计分析
。

2 结果

本组 21 例均为男性
,

分别接尘于 1 9 5 4~ 1 9 6 3年
,

其中 1 9 6 0 ~ 1 9 61 年接尘者 14 例
。

脱尘时曾拍片检查
,

未发现矽肺者 5 例 ; 脱尘后一直未行查治
,

此次定诊者

6 例
;

复员后区
、

县医院多次住院
,

误诊为
“

慢支
”

、

“

肺内感染
” 、 “

肺心
”

者 10 例
。

2
.

1 晚发
、

迟诊
、

误诊矽肺期别
、

合并症情况

见表 1
。

表 1 晚发
、

迟诊
、

误诊矽肺期别及合并症统计

矽肺期别 合 并 症
区 分

小计 肺气肿 慢支 肺结核 肺心病 肺癌 胸膜增厚

晚发矽肺

迟
、

误诊矽肺 1 6 1 5 1 0

晚发
、

迟诊
、

误诊矽肺临床症状
、

X 线影像表现 见表 2
。

表 2 晚发
、

迟诊
、

误诊矽肺临床及 X 线表现

临床症状 X 线影像

晚发矽肺

迟
、

误诊矽肺

晚发
、

迟诊
、

误诊矽肺尘龄
、

工种分布 见表



.

2 34
.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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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发
、

迟诊
、

误诊矽肺尘龄及工种统计

尘龄 (年 )

区 分
工 种

l ~ 4 3~ 6

晚发矽肺

迟
、

误诊矽肺

7~ 9平均

一 3
.

8

6 5
.

94

风钻 掘进 扒碴 采石

晚发矽肺发病年龄最小 84 岁
,

最大 55 岁
,

从接尘

到确诊最短 28 年
,

最长 33 年
,

平均 29
.

4 年
。

而迟诊
、

误诊矽肺发病年龄最小 33 岁
,

最大 “ 岁
,

从接尘到确

诊最短 n 年
,

最长 40
.

1 年
,

平均 28
.

5 年
。

3 讨论

文中晚发矽肺 5 例
,

先后于 1 9 5 9 ~ 1 9 6 1 年接尘
,

1 9 6 1一 1 9 6 7年脱尘
,

平均尘龄只 3
.

8 年
。

脱尘时胸部

拍片无明显异常
。

然而
,

吸入肺内粉尘粒子聚集沉积在

相对固定的肺泡内形成结节
,

随时间推移
,

结节内尘粒

向外周转移
,

虽 已脱尘但仍在继续发展
,

肺部阴影逐步

显现
,

终致晚发矽肺发生
。

本组接尘人员脱尘后未进行监护
,

无定期职业健

康查体
。

当出现胸闷
、

气促
、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后
,

方

去当地医院就诊
,

但由于 医患双方皆缺乏对矽肺病的

认识和警觉
,

忽视了接尘作业史的询问和陈述
,

只凭临

床症状及一般胸透即诊为
“

慢支
”

、
“

肺内感染
”

等
,

反

复多次住院
,

造成矽肺迟诊
、

误诊
。

故建议凡有接尘作

业史人员
,

皆需建立健康监护档案
,

定期查体
,

长期追

访观察
。

各类医院医生都应掌握有关职业病诊断常识
,

对疑似职业病的病人应及时转送职防机构诊治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1 9 修回
:

1 9 9 5一 0 4一 2 4 )

电渣重熔炼钢作业氟化物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总厂职工医院 ( 0 1 4 0 3 0) 李珠明 张万通 范常在

在电渣重熔炼钢过程中
,

因工艺要求
,

需加入大量

莹石 ( C a
F

Z )
,

生产环境可产生氛化物
。

为查明其危害

情况
,

我们对某机械制造厂电渣重熔炼钢车间炼钢工

人氟化物危害情况进行了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接触组为该厂电渣重熔炼钢车间炼钢工人 42 名
,

其中男 32 名
,

18 ~ 48 岁
,

平均 3 5
.

7 岁
,

平均氟化物

作业工龄 12
.

1 年
;

女 10 名
,

19 ~ 43 岁
,

平均 32
.

8 岁
,

平均氟化物作业工龄 1 0
.

5 年
.

对照组为该厂不接触职

业危害的机械加工工人 40 名
,

其中男 30 名
,

18 ~ 51

岁
,

平均 34
.

6 岁
,

平均工龄 1 2
.

9年 ; 女 10 名
,

19 ~

50 岁
,

平均 3 1
.

4 岁
,

平均工龄 1 1
.

2 年
。

1
.

2 方法

1
.

2
.

1 居住区饮用水含氟量测定
。

收集工人居住区

自来水样 10 份
。

1
.

2
.

2 居住区空气中氟化物的测定
。

用上海产G S
一

3

型大气采样器
,

l o 0nI l / m in ,

取样 2 0 0 升
,

1 日 3 次
,

连

续 1 个月
。

1
.

2
.

3 车间空气中氟化物含量的测定
。

方法同上
,

1

日 2 次
,

连续 3 天
。

1
.

2
.

4 体检
。

包括内科
、

五官科
、

实验室检查 (血

常规
,

班前晨尿尿氟含量测定 )
、

X 线检查 (腰椎
、

盆

骨
、

尺挠骨
、

胫排骨正位片 )
。

1
.

2
.

5 氟化物含量测定采用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

2 结果

2
.

1 工人居住区饮用水含氟量平均 0
.

56 m g / L
,

低于

国家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
。

工人居住区空气中氟化物平均浓度为 0
.

Oo 1 4 m g /

m , ,

低于国家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

度
。

2
.

2 电渣重熔车间空气中氟化物浓度 0
.

8一 2
.

o m g /

耐
,

平均 L 47 m g / m , ,

超过国家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

最高容许浓度 0
.

47 倍
。

2
.

3 接触组与对照组主要症状
、

体征检查结果见表

1
.

由表 1 可见神经衰弱
、

呼吸系统症状
、

关节疼痛
、

鼻

粘膜炎症
、

齿眼炎等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