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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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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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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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