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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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硫佩酸盐是人体正常代谢产物
。

我国尚没有制定

尿硫氛酸盐正常值
。

有文献报道
,

正常人尿中硫氰酸盐

的平均浓度是不吸烟为 3
.

1 1m g / L ( 53
.

6 2拌m ol / L )
,

吸

烟者为 6
.

2 9m g / L ( 1 0 5
.

4拜m o l / L )
,

9 5% 正常范围在

0
.

5 5~ 6
.

lm g / L ( 1 5
.

1 7~ 2 0 5
.

2拜m o l / L )
。

我们测得的

结果是不吸烟平均浓度为 58
.

8 3仁m ol / L
,

测定范围

8
.

0 0一 3 1 5
.

2拼m o
l / L

,
9 5%上限值为 2 4 6

.

3拌m o l / L ; 吸

烟 者 平 均 浓 度 14 5
.

5拌m ol / L
,

测 定 范 围 3 9
.

8 ~

6 9 0
.

9拌m o l / L
,

9 5 %上限值为 4 3 6
.

6拜m
o l / L

。

我们测得

的结果略高于文献报道
,

这可能与地区性差异有关
。

建

议取 95 % 的上限值 2 46
.

3拌m ol / L 作为深圳市不吸烟

健康成人尿硫 氰酸盐正常参考值
。

取 43 6
.

6拜m ol / L 作

为深圳市吸烟健康成人尿硫氰酸盐的正常参考值
。

(收稿
:

19 9 5一 0 5一 2 5 修回
: 1 9 9 5一 1 0一 2 0 )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 2 3 例调查分析
山东省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 0 6 7) 甘传伟 杨俊芝

本文对我院 1 9 84 年以来收住诊治的 23 例外照射 2 调查结果

慢性放射损伤患者进行了 回顾性调查分析
,

并提出预 一般资料
:

本组病例男性 19 例
,

女性 4 例
。

年龄

防措施
,

现总结如下
。

23 ~ 57 岁
,

平均 4 0
.

9 6 岁
。

放射工龄 2~ 33 年
,

平均

1 对象与方法 2 5
.

2 5 年
。

使用机器 1 0一 Zo m A s 台
,

3 0~ s o m A 4 台
,

采用 回顾性调查方法
。

对凡在我院住院
,

由省
、

市 200 m A 以上 n 台
。

平均住院 18 2
.

2 天
,

均为临床好转

以上放射病诊断组分别依据 G B 8 2 8 1一 87
,

8 2 8 2一 87
,

出院
。

828 3一87 标准
,

会诊确诊的各类放射损伤患者作为调 2
.

1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分类

查对象
。

列出调查纲 目
,

查阅病案资料
,

逐项登记造卡
,

见表 1
。

进行统计分析
。

表 1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分类

病种

例数

慢性放射病 (I
。

) 观察对象 放射反应 慢性放射性皮炎 放射性白内障 合计

%

累积剂量 ( S V )

4 3
.

4 7 2 1
.

7 4 2 1
.

74 4
.

3 5

2 3

1 0 0

1
.

5 ~ 2
.

0 0
.

6~ 1
.

0 0
.

5 ~ 0
.

9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者的职业分布及致伤性质 见表 2
。

表 2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职业分布及致伤性质

职 业 性 质
类 别

—
—

放射医师 放疗 医师 工业探伤 衍射分析 其 他 小 计 职业性照射

例数

% 5 6
.

5 2 4
.

3 5 3 0
.

4 3 4
.

3 5 4
.

3 5

2 3

1 0 0

2 3

1 0 0

2
.

3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者的主要临床症状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的主要症状为头痛
、

头 昏
、

乏

力
、

失眠多梦
、

嗜睡
、

食欲不振
、

脱发
、

出血等
。

2
.

4 外照射慢性放射损伤者入院后首次主要化验指

标

白细胞数 5
.

0 x lo
,

/ L 以上 7 例
,

4
.

o x lo
,

/L 以

下 16 例
。

红细胞形态
、

染色体
、

淋巴微核率等检查
,

正

常者 4例
,

大致正常 9 例
,

异常 10 例
。

3 讨论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
,

是指放射工作人员在较长时

间内连续或间断受到超剂量当量限值的外照射
,

达到

一定累积剂量后引起的以造血组织损害为主
,

并伴有

其他系统改变的全身性疾病
。

本组病例多发生在医院

工作的放射科医师 ( 1 4 / 2 3 占 60
.

87 % )
,

大多数是在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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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机容量小
,

防护条件差的情况下
,

超限量
、

连续操作
,

其工龄多在 15 ~ 33 年
,

其中放射工龄 20 年以上者占

4 2
.

8 6 %
。

但放射损伤的发生与个体差异
、

人体机能状态
、

射

线性质与强度等有关
。

本组病例中有的放射工龄仅 2

一 3年即致放射损伤
。

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发生在基

层医疗单位
。

其原因是机器容量小
、

防护设施简陋
。

有

的是携 15 ~ 30 m A X 光机下乡从事结核普查
、

计生透

环等
,

连续性操作
,

具流动性
,

量大且集中 ; 有的放射

人员为兼职
,

作风游击
,

疏于防护 ; 有的工业探伤者
,

深入现场
,

常需在高仟伏条件下拍片检查
,

个人防护使

用差 ;有的身体素质差
,

患有冠心病
、

胃溃疡等慢性病
,

增加了对射线的敏感性
。

调查中看出
,

一旦造成放射损

伤
,

恢复较慢
。

本组病人住院最长 1 1” 天
,

平均住院

182
.

2 天
,

均为临床好转出院
。

根据本组病例的发病原

因
,

提出如下几点预防建议
。

(l ) 改善工作条件
,

逐步淘汰 50nr A 以下的小机

器
,

装备防护性能合格 (企业标准 ) 的 X 光机
。

逐步

实现密闭式
、

全自动操作
。

(2 ) 严格监督
、

监护
,

监督

机构应定期检测射线装置
、

机房环境
,

发现超标应坚决

令其整改
。

建立定期职业健康体检档案和个人剂量档

案
。

( 3) 加强个人防护
、

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

正确使用

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

(收稿
:

19 9 5一 10一 0 5 修回
:

1 9 9 6一 0 6一 0 6 )

某石棉矿肺癌发病情况分析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 1 1 6 0 0 1) 魏淑芝

朝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李福明

大连热电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刘慧文

为进一步探讨石棉作业诱发肺癌情况
,

就我省开 照组
,

男性 920 人 观察 8 9” 人年
,

女性 381 人
,

观

采温石棉的某矿作业工人进行了回顾性流行病学调 察 3 8 02 人年
。

查
,

结果如下
。

1
.

2 方法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采取现场劳动卫生调查
,

收集历年有关资料
,

查阅

1
.

1 对象 病历及死亡报告
,

外地追踪调查
。

选择 1 9 7 2 ~ 1 9 8 2 年间接触石棉粉尘工龄 1 年以 2 结果

上的筛选
、

采矿
、

辅助工种及不接触或少量接触石棉粉 2
.

1 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
、

性别构成

尘的矿行政
、

生产管理人员为观察对象
,

男性 664 人
,

经检验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
、

性别具有可比性
。

观察 6 3 7 8人年
,

女性 142 人
,

观察 1 3 86 人年
。

选择本 2
.

2 观察组与对照组肺癌发病情况

地区生活水平
、

劳动强度等方面基本相近的某铸造厂 本调查观察组发现肺癌 7 例
,

对照组发现肺癌 1

工龄 1年以上的造型
、

混砂
、

打箱
、

清砂工种工人为对 例
,

两组肺癌发病情况见表 1
。

表 1 两组肺癌发病情况 比较

观 察 组 对 照 组

性别

— —
人年数 发病数 发病率 死亡数 死亡率 人年数 发病数 发病率 死亡数 死亡率

男 6 3 7 8 5 7 8
.

3 9 5 7 8
.

3 9 8 9 9 9 1 1 1
·

1 1 1 1 1
·

1 1

女 1 3 8 6 2 1 4 4
.

3 2 1 4 4
.

3 3 8 0 2 0 0 0 0

合计 7 76 4 7 9 0
.

1 6 7 9 0
.

1 6 12 8 0 1 1 7
.

8 1 1 7
·

8 1

注
:

发病率为 X l / 1 0 万

对两组合并死亡率的相对危险度和归因危险度分 刃~ 8
.

43
,

尸 < 。
.

01
,

观察组肺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

析其 R R 是 n
.

54
,

表明观察组肺癌死亡率比对照组多 组
。

10
.

54 倍
。

归因危险度 A R 是 82
.

35
,

经显著性检验 2
.

3 肺癌发病与工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