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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室高电压
、

低电压与对照组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表 2显示
,

接触组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有随着工龄

增加而增多的趋势
。

表 2 12 0 名接触组工人心电图异常改变

与工龄的关系

工龄 受检人数 异常检出人数 异常检出率 (% )

4 月~ 5 6 1 6 2 8
.

6 0

5 年一 40 1 8 4 5
.

0 0

1 0 年~ 1 6 1 0 6 2
.

5 0

1 5 年~ 8 7 8 7
.

5 0

4 讨论

文献记载车间空气浓度在 9~ 1 8m g /m
,

时
,

工龄

10 年以上尚未发现明显健康损害
,

而本组工人在车间

空气中环氧乙烷浓度为 1 1m g /m
`
左右长期作业

,

心电

图窦性心动过缓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并有随着

工龄延长而增多的趋势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0
.

0 1 )
,

这可能与长期接触环氧乙烷导致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有关
。

建议对环氧乙烷作业工人进行健康监护时

注意心电图的改变
。

(收稿
:
1 9 9 5

一 0 6
一 0 7 修回

:
1 99 5

一

1 2
一

2 2 )

某合资服装厂制衣过程中突发毒物危害的调查

黄 力 朱 琳 孙树芬 魏淑芝 薛 刚 金 杰

1 9 9 6 年 6 月 n 日
,

位于大连开发区 的某合资服 2 调查结果

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该厂 ) 报告
,

该厂制衣工人两天 2
.

1 企业基本情况

来共有 90 多人连续有头晕
、

头痛
、

皮肤疹痒
、

眼刺激 该厂系中日合资企业
,

新建厂房
,

分设裁剪
、

缝纫

等反应
,

我们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

结果如下
。

及整包车间
。

工人 186 人
,

其中裁剪工 13 人
,

缝纫工

1 调查内容和方法 1 40 人
,

锁钉工 10 人
,

整熨工 10 人
,

检查工 7 人
,

包

1
.

2 查看生产厂房
、

车间
,

询问和观察生产加工过程
。

装工 5 人
。

生产车间使用面积 2 o 00 m , ,

日均工作时间

,
.

2 深入车间逐个工人了解发病情况和症状
。

8小时
,

日均加工成衣 8 00 件
。

各车间均靠 自然通风
,

1
.

3 采集面料样品和车间不同作业岗位空气样品做 除锁钉岗位不宜开窗外
,

其余均可开窗作业
。

化验分析
。

面料样品采用气
一

质联用法进行定性分析
,

2
.

2 生产产品与原料

气相色谱法定量
。

空气中的甲醛采用酚试剂比色法定 该厂为其加工劳动服
。

经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量
,

甲醇用气相色谱法定量
。

理研究所分析
,

在面料中检出甲醛和甲醇等
。

1
.

4 向厂卫生所大夫了解和查阅工人就诊和治疗情 2
.

3 车间环境监测情况

况
.

对接触该批面料工人进行全面体格检查
。

于 7 月 15
、

16 日先后两次对作业现场环境中化学

1
.

5 询间工人食宿情况和其他卫生状况
.

物质作了测定
,

结果见表 1
。

表 1 车间空气中毒物浓度测定结果

车间 测定地点 毒物名称 样品数 浓度范围 ( m g / m “ ) 均值 ( m g /m “ )

库房 布料摆放处 甲醛 8 0
.

巧 ~ 0
.

73 0
.

39

甲醇 8 2 5
.

6~ 4
.

7 2 2 2 9
.

9 0

剪裁 拉 布 甲醛 8 0
.

8 8~ 1
.

5 5 1
.

0 5

甲醇 8 1
.

0 0~ 4 8
.

8 0 1 9
.

7 0

缝纫 机 旁 甲醛 1 2 0
.

3 0~ 0
.

54 0
.

4 1

甲醇 1 2 1
.

0 0~ 3 7
.

9 0 5
.

2 0

包装 整 熨 甲醛 4 0
.

8 8~ 4
.

2 6 2
.

1 7

甲醇 4 1
.

0 0一 1
.

0 0 1
.

0 0

包装 锁 钉 甲醛 8 0
.

9 9~ 2
.

6 6 1
.

8 0

甲醇 8 1
.

0 0一 8
.

8 0 3
.

5 0

包装 检 查 甲醛 4 0
.

5 3~ 0
.

6 4 0
.

5 5

甲醉 4 1
.

0 0~ 2
.

3 0 1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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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人发病情况和体检结果

6 月 9 日开工后
,
6 月 10 日起工人开始有眼痛

、

羞

点状丘疹
,

个别人感觉头晕
、

恶心等
.

体检结果见表 2

和表 3
。

明
、

流泪症状
,

上肢
、

颈部
、

面部等裸露部位皮肤痛痒
、

表 2 不同工种工人体格检查情况

头晕头痛 眼结膜充血 皮肤痛痒
工种 工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皮 疹

人数 %

ōb月b0OA
儿

0J任4t了Oé11Où000
尸舀0月匕巴J

月LL几ōhù八八ùO白
裁剪

缝纫

锁钉

整熨

检查

包装

合计

1 3

5 2

l 0

10

7

5

9 7

眼刺激症状

人数 %

1 2 9 2
.

3

1 8 3 5
.

6

8 8 0
.

0

1 0 1 0 0
.

0

2 2 8
.

6

1 2 0
.

0

52 53 5 1 5 2
.

6 4 7

6 1
.

5

6 7
。

3

70
。

0

50
.

0

8 5
.

7

60
.

0

6 6
.

0

5 38
.

2 1 4 0
-

5 5 0
.

9 9 0
.

2 2 8
.

4 8 0
.

4 6 4 7
.

表 3 受检工人尿中甲醇含量测定结果

尿中甲醉 ( m g / L ) 超过正常值
工种 受检人数

最高值

4
.

5 9

1 0
.

1 4

4
.

8 9

5
.

0 6

4
.

1 3

4
.

4 4

10
.

1 4

最低值 均值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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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011,111裁剪

缝纫

锁钉

整熨

检查

包装

合计

1 3

5 2

9

10

生丝
0

。

8 8

2
.

9 1

3
.

3 4

2
.

8 2

2
.

5 9

2
.

7 9

2
.

6 8

3
.

1 1

5 3
.

8

5 5
.

8

4 4
.

4

2 0
.

0

4 2
.

9

5 0
。

0

4 9
.

5

2
.

5 排除其他因素的调查结果

该厂工人大多在厂内住宿
,

一 日三餐都在食堂就

餐
,

饮用开发区自来水
。

该厂缝纫车间另有 44 名缝纫

工人
,

因加工其他面料
,

未接触该批面料
,

无一人出现

不适感觉
。

3 卫生监督意见

根据调查证实
,

该服装厂加工的面料挥发的毒物

已造成对工人的健康危害
,

我们提出如下监督意见
。

( l) 在全部来料清除甲醛
、

甲醉再处理前
,

停止在

现有作业条件下进行生产 ;

(2 ) 彻底改善车间通风条件
,

增加机械通风设备
,

确保工人作业环境空气清新 ;

( 3) 作好生产工人健康监护工作
,

对全部接害作业

工人开展职业性定期体检
,

并做好医疗终结工作 ;

(4 ) 合理安排作业工时
,

增加工人的户外活动时

间
。

4 讨论分析

4
.

1 本次调查证实
,

其面料挥发物已酿成对作业环境

的污染
,

甲醛蒸气可引起眼部烧灼感
、

流泪
、

结膜炎
、

眼睑水肿
、

角膜炎
、

鼻炎等
,

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等
。

体检结果与甲醛毒理作用符合
。

受检工人中 4 9
.

5% 以

上尿中甲醇含量超过人体正常值
。

尿中甲醇可视为甲

醛
、

甲醇通过人体的代谢物质
。

故可推断此次事件是由

甲醛
、

甲醉等有毒物质在车间环境中较长期存在所致
。

4
.

2 从劳动卫生学角度观察
,

过去在服装行业中毒物

危害比较少见
,

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

但是
,

近年来
,

仅

大连市在服装行业中已有两次突发性群体中毒事故的

发生
。

这两次事故的共同特点都是国外面料未经脱毒

处理所造成的
。

因此
,

在服装行业中
,

对国外未经脱毒

处理的来料毒物危害问题
,

应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

并应

纳入劳动卫生监督范围加强管理
。

(本文承蒙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技术顾问孙本志主任

医师修正
、

指导
,

仅此致谢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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