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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余正常
。

本起事故依诊断标准确诊为 5 0
:

刺激反应 31 例
,

急性轻度 5 0 :
中毒 3 例

,

急性重度 5 0 :

中毒 1例
。

3 治疗经过

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吸氧
、

输液
、

糖皮质激素
、

氨茶碱
、

抗生素
、

能量合剂
、

维生素及对症等综合治疗后
,

恶心
、

咳嗽
、

头晕
、

流泪
、

胸闷
、

气急
、

乏力
、

咽喉灼痛等自觉

症状依次消失
,

查体 ( 一 )
,

实验室检查正常
,

心电图正

常
。

3 4 例患者治愈出院
,

1 例重度中毒者转外地治疗
。

4 讨论

4门 5 0 :

最高容许浓度为 15 m g /耐
。

国 内资料报道
,

当空气中浓度在 20 一 30 m g / m
,

时
,

人即出现喉部刺激

症状
,

当 s o m g / m
3

时开始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和窒息

感
。

本次事故现场调查为 1 00 一 170 m g / m
, ,

毗邻车间

职工有咽喉疼痛烧灼感
、

咳嗽
、

胸闷
、

头晕
、

流泪
、

咽

充血
、

眼结膜充血等主要症状及体征
,

符合 5 0
:

刺激

反应
。

3 例患者除呼吸道症状体征外
,

听诊还有干罗

音
,

符合急性轻度 5 0 :

中毒的诊断
。

尚有 1 例操作人

员除上述症状体征外肺部可闻湿罗音
,

呼吸困难
,

P O :

< 8
.

ok P a ,

X 线胸片两肺布满斑片状阴影等
,

符合急

性重度 5 0 :
中毒的诊断

。

4
.

2 本组 35 例患者中有心电图改变者 16 例
,

除原有

室性
、

房性早搏各 1 例外
,

其余均否认有心脏疾患史
。

目前国内文献报道均未提及 50 :

对心脏的影响
,

因此

本文所见的心电图改变是否是 50
:

毒性所致
,

尚待进

一步探讨
。

4
.

3 本次事故是由操作不当引起
,

因而严格操作规

范
,

熟练掌握操作规程
,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

才能确保

生产安全
。

(收稿
:

19 9 5一 0 6一 0 7 修 回
:

1 99 5一 1 2一 2 9 )

轮胎厂黑变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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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行业发生职业性黑变病已被确认
,

该病呈渐

进性慢性经过
,

出现 以暴露部位为主的皮肤色素沉着
。

该病在生产环境中发病的状况
、

分布的特点报道甚少
。

本文就上述问题
,

对该厂黑变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1 资料来源

利用某轮胎厂 1 9 8 3 年至 1 9 9 3年工业卫生档案中

接触橡胶生产工人数统计黑变病年发病率
。

用轮胎厂

黑变病发病人数较多的混炼
、

硫化
、

成型
、

内胎工种的

有害作业工人管理卡片
,

统计工种别人年数
。

观察期为

1 9 8 3 年 一月 l 日一
9 9 3 年 2 2 月 1 日

,

在观察期间
,

全

厂经多次体检共发现 51 例黑变病患者
,

为求得病例的

准确
,

按照国家 1 9 8 7 年职业性黑变病诊断标准
,

重新

核实诊断
。

经追访 51 例患者
,

均调离原岗位
。

2 调查结果

轮胎厂 n 年中曾从事橡胶生 产的工人为 1 3 “

人
,

共发生职业性黑变病 51 例
,

总发病率为 3
.

74 %
,

由表中可见历年度男
、

女黑变病发病率
。

经统计黑变病

年平均发病率是 0
.

45 %
,

1 9 8 3 年的年发病率最高为

1
.

44 %
,

1 9 8 5 年后黑变病发病率降低
。

男
、

女发病情

况经标准化率比较
,

男
、

女发病率的差别有非常显著性

(u ~ 4
.

46
,

尸 < 0
.

0 1 )
。

女性的年平均发病率为 。
.

87 %
,

男性为 0
.

23 %
。

历年黑变病发病率及性别比例

松 . 接触人数 病例数 发病率 (% )
J l一 决多乙 雨 j二 三 i 下石一二已 一不不二 一一几石

, 一一
. ~ - 吧艺了-

` 一~ 一气下 , 一

为 又 日 为 从 下下 无 又 IT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4 1 1 3 5 1

4 4 1 3 5 6

5 6 6 4 4 4

6 5 9 4 7 9

7 7 2 4 2 9

7 8 6 3 5 6

9 1 0 4 5 5

7 4 6 3 3 1

5 1 8 2 0 3

5 8 4 2 4 1

6 3 8 2 6 7

1
.

7 1 1
.

4 4

1
.

6 8 1
.

1 3

0
.

67 0
.

4 0

0
.

42 0
.

3 5

1
.

1 6 0
.

6 6

1
.

68 0
.

7 0

0
.

1 9 0
.

4 9 0
.

2 8

0 1
.

8 7 0
.

5 5

黑变病的发病年龄在 21 ~ 44 岁之间
,

平均发病年

龄 30
.

18 岁
。

经检验
,

男女平均发病年龄有显著差异

( t = 2
.

1 1
,

P < 0
.

0 5 )
。

女性为 3 1
.

5 岁
,

男性为 2 7
.

5 2

岁
。

发病工龄在 2 个月至 26 年之间
,

平均发病工龄

7
.

35 年
,

经检验女性平均发病工龄明显高于男性 (t -

2
.

56 尸 < 。
.

0 5 )
。

把工龄按 5 年一个组段分成三组
,

统计混炼
、

成型
、

硫化
、

内胎工种的人年发病率
。

在这

1
.

朝阳市职业病防治所 ( 1 2 20 00 )

2
.

朝阳市双塔区卫生防疫站

3
.

辽宁轮胎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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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工种中共发现黑变病 47 人
,

由于这些工种的人员

经常变动
,

故按工种计算人年发病率
。

结果表明
,

这 4

个工种在不同组段的人年发病率均无明显差别 (尸>

0
.

05 ) ; 4 个工种的人年发病率有显著差异 (尸 < 0
.

01 )
,

成型工种人年 发病率最高为 3
.

63 %
,

次之为硫 化

1
.

7 6%
,

再者是内胎 0
.

59 %
,

混炼 0
.

55 %
。

3 讨论

本文调查的 51 例职业性黑变病患者发病时皮损

形态多呈 网状
,

颜色呈褐黑色
。

这与生产轮胎时接触橡

胶添加剂有直接关系
。

1 9 8 3 年
、
1 9 8 4 年黑变病发病率

偏高
,

考虑是由于生产场所的劳动卫生防护设施不健

全
,

通风不良造成的
。

1 9 8 5 年该厂进行技术改造
,

作

业环境得到改善
,

黑变病的发病率有所降低
。

职业陕黑变病女性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
、

平均发

病工龄明显高于男性
,

并且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

这可能和女性皮肤的生理特点有关
。

从黑变病发病在

年龄上分布看
,

以青壮年发病为主
,

40 岁以下发病占

94
.

1%
。

不同工龄组别的人年发病率无显著差异
,

表明

黑变病的发生与工龄长短无密切关系
。

由于成型
、

硫

化
、

内胎
、

混炼工种的生产环境
、

工艺和原料组成不同
,

黑变病的发病率也不同
,

我们对其工种别人年发病率

的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
。

橡胶工业中发生的职业性黑变病至今没有良好的

解决办法
,

所以做好轮胎厂职业病预防工作仍有重要

意义
,

加强有害作业工人的就业前及定期健康体检
,

改

善作业条件
,

提高生产环境质量
,

是避免和减少职业病

发生的主要途径
。

(收稿
:

1 9 9 5一 0 2一 2 8 修 回
:

1 99 5一 0 8一 15 )

铸工作业石棉危害的调查分析
沈阳机车车辆厂 医院 (l 1 0 0 3 5) 王志达

关于铸工作业的石棉危害问题国内外报道甚少
,

就此间题本文对某厂铸钢
、

铸铁两个铸造车间进行了

调查分析和探讨
。

1 现场调查

1
.

1 铸造工艺的石棉危害

铸造工艺中的扣箱环节要求用石棉绳做为砂型密

封物 (沉箱和小活一般不用 )
,

清铲后石棉随同落砂混

合为废砂
,

废砂经过处理后重复使用
,

此环节即为混入

石棉的原因
。

该 厂所用石棉为温石 棉 (C h y so t ll
e )

,

化学式为

3M g O
·
2 5 10

:
·

ZH
ZO

。

用量为 7 0 0 k g / y 左右
。

1
.

2 作业现场空气中粉尘浓度和石棉纤维浓度

1
.

2
.

1 粉尘浓度

以重量法测定并取近两年粉尘测定结果的平均数

值
。

铸造车间扣箱现场粉尘平均浓度为 2
.

o m g /m
3

。

1
.

2
.

2 石棉浓度

用 D K
一
6 0 型粉尘采样仪

,

以 l o L / m in 的速度采样

sm in
,

采样体积 50 L
。

用计数法采用相差显微镜 4 00 倍

镜检
。

随机选视野计数石棉纤维
,

结果如下
:

铸钢扣箱测定点采集的标本计数 29 个视野
、

20 0

个纤维
,

石棉纤维数为 0
.

78
n
c/ m 3

。

铸铁扣箱测定点采集的标本计数 27 个视野
、

209

个纤维
,

石棉纤维数为 0
.

8 8 n
c/ m `

。

2 接尘工人胸部 X 线及痰检结果

2
.

1 胸片

选择 2 38 份 +0 以上铸工胸片
,

胸片皆为 35
.

c6 m

x 35
.

c6 m 高仟伏拍摄
,

其中有明确胸膜斑者 32 人 (指

厚度> 3m m 的局限性胸膜增厚 )
,

检出率为 1 3
.

4 %
。

经

查
,

该 32 人发生明确胸膜斑时最长工龄 32 年
,

最短工

龄 18 年
,

平均工龄 22 年
,

且均无其他石棉作业接触

史
。

2
.

2 石棉小体 ( A b)

在有明确胸膜斑的 32 人中采集 27 人的痰液涂片

镜检
,

均未查到石棉小体
。

3 讨论

3
.

1 铸造工艺中用石棉绳做砂型密封是通常的做

法
。

清铲后
,

石棉随即混入型砂之中
,

虽然石棉的含量

很少
,

但这些混有石棉的型砂重复使用且有新的石棉

成分不断掺入
,

这是铸造工艺中石 棉危害的来源
。

现场石棉浓度测定结果说明在铸工作业现场空气

中确实存在石棉纤维
。

3
.

2 胸膜增厚是石棉肺 X 线表现的主要特征
。

本次

调查中铸工胸片的胸膜斑检出率为 1 3
.

4 %
,

可以认为

它是铸造工人长期吸入含有少量石棉的粉尘所引起的

反应
。

痰液检查虽未检出石棉小体
,

但不能依此作为否

定接触石棉危害的特异指标
。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在铸工作业中石棉危害是存

在的
,

对此间题 尚须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

(本文承蒙沈 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赵金铎
、

刘景

德
、

许贵华
、

陈莉等老师大力帮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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