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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接汞工人受汞危害的影响较大
,

而该工龄组工人

均为合资后新到荧光灯生产线上的接汞工人
,

青年工

人居多
,

应引起重视
。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
,

该厂合资后职工总人数减少
,

工人劳动强度加大
;

新建生产线未经过
“
三同时

”

审批

就投入使用
;
二次污染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

空气中汞

浓度较高
,

汞职业危害较为严重
。

应采取有效的综合防

汞措施
,

设法降低作业场所汞浓度
,

同时亦应加强劳动

卫生监督管理和劳动保护的宣传教育
,

提高工人的自

我防护意识
,

减少职业危害
,

促进合资企业的健康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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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台煤矿 1 10 例尘肺发病情况的分析

陆仲 高 陈德田 丁明庆 李仁 昌 赵玉林

为了摸清权台煤矿尘肺的患病现状及发病规律
,

年普查一次
,

+0 及定期的尘肺每年复查一次
,

累计诊

以进一步加强尘肺病的防治工作
,

我们对建矿 35 年来 断尘肺 n o 例
,

均为煤工尘肺
,

其中 I 期 82 例
,

l 期

尘肺发病情况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23 例
,

l 期 5 例
。

死亡 31 例
,

现存活的 79 例
,

其中

1 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 I 期 61 例
,

l 期 16 例
,

l 期 2 例
。

1
.

1 权台矿于 1 9 5 9 年建成投产
。

建矿后一直采用水 1
.

3 以尘肺病例登记及历年尘肺普查登记表为基础

采
、

小阶段爆破采煤法开采
,

1 9 7 6 年以来采用高档普 资料
,

进行统计分析
。

产和综合机械化采煤
,

均为湿式作业
,

并加强一
“

通
”

2 结果与分析

三
“
防

” ,

目前作业面粉尘浓度煤尘为 1 2
.

g m g / m 3 ,

岩 2
.

1 检出率与患病率

尘为 6
.

o gm g /m
, ,

游离 51 0 2

含量煤尘为 .5 4m g /m
3 ,

岩 我矿尘肺阶段平均检出率为 14
.

16 %
,

尘肺患病

尘为 1 5
.

Zm g / m , 。

率为 3
.

2 0写 (见表 1 )
。

1
.

2 1 9 7 0 年前未进行定期尘肺普查
,

1 9 7 1 年起每三

表 1 历年尘肺患病率与发病率

年份 接尘人数 累计病例 患病率 ( % ) 受检人数 新发病例 检出率

1 9 7 5 年以前 2 4 8 8 5 0
.

2 0 24 7 5 2
.

0 2

1 9 7 6~ 1 9 80 2 7 1 1 5 0 1
.

8 4 1 1 6 1 4 5 3
.

8 7

1 9 8 1~ 1 9 8 5 3 0 2 7 6 5 2
.

1 5 1 5 4 5 1 5 0
.

9 7

1 9 8 6~ 1 9 9 0 3 1 5 9 8 7 2
.

7 5 2 2 0 6 2 2 0
.

9 9

1 9 9 1~ 1 9 9 5 3 4 4 0 1 1 0 3
.

2 0 2 6 1 2 2 3 0
.

8 8

2
.

2 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 从表 2 可见
,

随着年代的推延
,

发病年龄逐渐增大
.

表 2 不同年代尘肺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 ` 士 : )

发病年龄 (岁 )

接尘工龄 (年 )

1 9 7 5 年前

4 6士 2
.

4 5

2 4士 4
.

3 6

1 9 7 6~ 19 8 0

4 8
.

2 9士 7
.

4 4

2 1
.

1 6士 6
.

7 2

1 9 8 1~ 1 9 8 5

4 9
.

2 0士 3
.

3 5

2 1
.

90士 4
.

2 9

1 9 8 6~ 1 9 9 0

5 5
.

8 0士 4
.

9 9

2 2
.

2 9士 5
.

4 3

1 9 9 1~ 1 99 5

5 9
.

5 1士 7
.

3 8

2 2
.

8 6士 6
.

64

2
.

3 工种与发病工龄

表 3

工种

见表 3
、

4
。

尘肺患者工种构成比及发病工龄

掘进 采煤 混合

例数

构成比 ( % )

发病工龄 (年 ) (王士 , )

8 9

8 0
。

9

1 9
.

9 6士 6
.

4 0

1 l

1 0
.

0

2 7
.

6 3士 3
.

5 4

9

8
.

2

2 4
.

1 2士 3
.

2 5 2 1
.

2 2士 5
.

3 6

作者单位
:
2 2 1 0 0 6 徐州矿务局职业病防治院 (陆仲高

、

陈德田 )
,

徐州矿务局权台矿 (丁 明庆
、

李仁昌
、

赵玉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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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种尘肺累积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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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

掘进
混合

采煤

辅助

发病人数 未发病人数

8 9

9

1 1

1

1 0 5 4

3 3 1

1 1 2 8

8 1 7

合计

1 1 3 4

3 4 0

1 1 3 9

8 1 8

发病率 (写 ) 尸 值

< 0
.

0 0 5

( 0
.

0 1

< 0
.

0 1

2
.

4 死亡年龄与死因

本组病人死亡共 31 例
,

总病死率为 28
.

18 %
,

其

中 I 期病死率为 2 5
.

3%
,

I 期病死率为 3 0
.

4%
,

l 期

病死率为 60 环
。

首位直接死因是肺心病
、

呼衰
,

占

25
.

8 % ; 其次是心
、

脑血管意外
,

占 19
.

4% , 第三是

肺结核与肺部感染
,

各占 12
.

9 %
。

3 讨论

我矿历年尘肺发病统计表明
,

尘肺检出率逐年降

低
,

平均阶段检出率 14
.

16 %
,
1 9 7 3年以后参加工作的

接尘工人无新发病例
。

这与我矿积极采取湿式作业
、

综

合防尘
、

通风除尘有关
。

目前我矿尘肺发病的主要对象

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参 加工作的接尘工人
,

占

6 0
.

91 % ( 67 1/ 10)
,

提示我们应把这部分工人列为健康

监护的重点对象
。

煤矿尘肺病的发病
,

工种差异十分显著
。

本组 110

例煤工尘肺患者中
,

掘进
、

混合工种共 98 人
,

占

89
.

09 写
,

采煤
、

辅助工种共 12 人
,

占 10
.

91 %
。

各工

种间发病率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0
.

00 5和 尸 < 。
.

01 ) (见表 4 )
。

这可能与不同工种所

接触的粉尘性质有关
,

前者接触的粉尘以岩尘为主
,

游

离 51 0 2

含量高
,

故其发病率高
,

发病工龄也较短 ; 后

者接触的是煤尘
,

其游离 51 0 :
含量较低

,

故其发病率

较低
,

发病工龄也较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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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低浓度环氧乙烷工人心 电图改变的调查研究

马淑 贞 徐 红 史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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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低浓度环氧乙烷易发生神经衰弱和植物

神经功能紊乱 已众所周知
,

而对心电图的影响报道较

少
。

我们对某化工厂接触该毒物工人的心电图改变进

行了调查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1 劳动卫生概况

该厂以生产农药乳化剂为主业
,

环氧乙烷是生产

乳化剂吐温
一

80 和农乳
一

70 。 号的重要原料
,

其次有斯

苯
一

80
、

氢氧化钠
、

苛性钠
、

苛性钾
、

盐酸
、

草酸
、

甲

醛等
,

直接接触者 12 0 人
,

作业岗位职责明确
,

每日 8

小时工作制
,

有较一般的防毒设施和个人用品
,

车间空

气中环氧乙烷平均浓度为 1 1 m g / m
3

。

2 对象与方法

2
.

1 对象

选择直接长期接触环氧乙烷作业工人 1 20 人为观

察对象
,

其中男 60 人
,

女 60 人
,

年龄 18 ~ 55 岁
,

平

均 3 0
.

3 岁
,

工龄 4 月 ~ 29 年
。

选择不接触毒物
、

噪声和震动等有害因素的机关

和后勤人员 76 人为对照组
,

其中男 41 人
,

女 35 人
,

年

龄 2 1~ 5 8 岁
,

平均 3 3
.

2 岁
,

工龄 1~ 3 2 年
。

2
.

2 方法

用日本 6 5 1 1 型心电图机按常规 9 个导联描记心

电图
,

同一人阅图分析
,

两组对照 比较
。

3 结果

接触组与对照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 见表 1
。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异常心电图检出率

观察组 ( 1 2 0 例 )

例数 %

对照组 ( 76 例 )

例数 %

窦性心动过缓

窦性心动过速

窦性心律不齐

早搏

束支阻滞
L G L 综合症

左室高电压

低电压

合计

4 5
.

3 0

0

6 7
.

9 0

0

0

0

1 1
.

30

1 1
.

30

1 2 1 5
.

7 9

协 .

尸 < 0
.

0 1

作者单位
:

1 1 6。。 l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接触组总异常率非常显著地高于对照组
,

窦性心

动过缓异常检出率非常显著地高于对照组
。

窦性心动

过速
、

窦性心律不齐
、

早搏
、

束支阻滞
、

L G L 综合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