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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矿山局部振动危害的比较

许 真 王菱芝 丁宏启 张云生 宋允荣

李德荣 张 素 张 秀芝 孙荣艳 张 艳 程海滨

振动对凿岩工的危害已为人熟知
,

但几种类型矿 为附近农民
,

个人没有接振史
,

家族史
、

生活习惯等都

山振动危害的比较报道不多
。

为此
,

我们对四种类型 与白指症状无关
。

17 个小矿山进行了专题调查
。

参考有关文献
,

分别计算各矿振动性白指累积发

1 对象与方法 病率
,

并与过去调查的某金矿资料进行比较
。

本次调查有铜矿 2 个
、

铅矿 6 个
、

滑石矿 2 个
、

硼 2 结果

矿 7 个
,

对 5 个矿中 17 名凿岩工分别记录一个工作 日 一个滑石矿和一个铅矿曾使用过 0 1
一
3。 凿岩机

,

实际接振时间
,

并测定了井下气温
。

17 个矿山中共有 自 1 9 7 3 年以来
,

各矿先后都使用 7 6 5 5 型凿岩机
。

由

凿岩工 15 9 人
,

对其中 1 39 人用冷水浸泡法进行了振 表 1可见
,

各矿均属
“
冷矿

” ,

岩石硬度差别较大
,

接

动性白指检查
,

受检率为 8 7
.

4%
。

受检工人进矿前均 振工时波动在 14 4一 1 9。 小时之间
。

表 1 各类矿井气温
、

岩石硬度
、

接振工时比较

矿类别 井内气温 ( C ) 岩石硬度 (F ) 人 日均接振工时 (分秒 ) 人年均接振工时 (小时 )

滑石 5

7~ 1 1

l 0

8
.

4

主要岩石名称

滑石
、

大理石

硼镁石
、

大理石

石灰石
、

铅矿石

矽嘎岩

l ~ 6

6~ 8

6~ 9

1 2~ 1 6

3 3
’

1 7
即

3 7 `
5 2

即

2 8
,
5 0 1)

3 6 , 4 7 ”

1 6 7

1 9 0

14 4

18 4

硼铅铜

由表 2 可见
,

铜矿振动白指患病率 ( 51
.

3 % ) 为滑

石
、

硼和铅矿的 3~ 4 倍
,

经 犷检验
,

尸 < 0
.

01
。

同时

铜矿的振动性白指潜伏期也 比其他矿短
,
尸 < .0 01

。

表 2 各类矿接振工人白指患病情况

矿类别 井凿岩工人数 振动性白指人数 ( 肠 ) 振动性白指平均潜伏期 (年 ) 凿岩工平均接振工龄 (年 )

l 7

4 l

3 7

39

合计

( 1 1
.

7 )

( 1 2
.

2 )

( 1 8
.

9 )

( 5 1
.

3 )

( 2 5
.

3 )

8
.

5士 3
.

5

5
.

4士 3
.

0

5
.

0士 2
.

1

3
.

2士 1
.

7

4
.

2士 2
.

5

7
.

9士 7
.

9

4
.

8士 2
.

9

3
.

9士 6
.

0

4
.

1士 2
.

5

4
.

8士 3
.

9

石滑硼铅铜

用寿命表法计算铜矿与滑石
、

硼矿
、

铅矿的振动性

白指累积发病率
,

结果铜矿的累积发病率明显高于滑

石
、

硼和铅矿 ( r ~ 3
.

4
,
尸 < 0

.

0 1) 某大型金矿与滑

石
、

硼和铅矿的振动性白指累积发病率很接近
。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四类矿山使用的凿岩机型号相同
,

开

始使用时间
、

接振工时
、

矿井气温
、

接振工龄等都很接

近
,

只有铜矿岩石硬度较高
。

因此
,

铜矿振动性白指患

病率高可能与岩石硬度高有关
。

作者单位
:
1 1。。0 5 沈阳 辽宁省劳动卫生研究所 (许真

、

王菱芝
、

丁宏启
、

张云生
、

宋允荣 )
,

丹东市职业病防治院
(李德荣

、

张素
、

张秀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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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振动性白指累积发病率进展速度明显高于金

矿
,

两者岩石硬度相近
,

金矿接振工时 (8 8
`
1 7 ,’) 高于

铜矿 ( 36
`

47
”
)

,

但两者凿岩机型不同
,

金矿以前用 0 1
-

30 型
,
1 9 6 6年以来用 Y T 24 型

,

铜矿使用 76 55 型
,

其

冲击功
、

频率
、

耗气量都比 Y T 24 型高
,

因此铜矿累积

发病率高
,

原因可能在于凿岩机本身
。

国际手传振动标准草案 (15 0 /D P 5 3 4 9) 以观察 25

年的人群振动性白指发病率低于 50 %作为确定剂量

标准依据
。

铜矿出现 50 %振动性白指发病率是在接振

后的第 4 年
,

金矿是在第 10 年
,

均明显少于 25 年
。

由

此推论
,

铜矿凿岩工所受振动剂量比金矿高一倍多
,

金

矿又比国际推荐草案高一倍多
。

据报道
,

用设计减振工具或限制工人接振工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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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降低振动危害
,

取得一定成效
。

本调查矿山凿岩工

实际接振工时每 日平均 30 ~ 40 分钟
,

再采取减少接振

工时的办法实际上行不通
,

可否考虑更换机型或采取

凿岩工 4~ 5年工作定期轮换的办法来预防
,

降低振动

对工人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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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尘致职 业性变应性疾病调查

李晓岚 沈 国安 周 毅 林 锦 王用民 汝 玲

羽毛尘对机体的损害已为国内外学者公认
,

而羽

毛加工业的职业危害
,

尤其在导致变态反应性疾病方

面
,

系统的研究资料不多
。

为此
,

我们对成都某羽绒厂

进行了职业性变应性疾病调查
,

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观察组 99 (男 57
,

女 4 2) 人
,

为该厂生产一线的

接尘工人
。

年龄平均 32
.

5 (l 8一 51 ) 岁
。

接尘工龄平

均 5年 10 个月 (2 一 14 年 )
,

其中 4 年以下 17 人
,

4~

6 年 18 人
,

6~ 8 年 37 人
,

8 年以上 27 人
。

工种分布
:

毛粉 17 人
,

拼堆 14 人
,

分毛 13 人
,

水洗 9 人
,

打包

H 人
,

检验 20 人
,

其他 15 人
。

皮肤试验设对照组 47

(男 2 2
,

女 2 5 ) 人
,

年龄平均 3 3
.

2 2 ( 1 9~ 5 4 ) 岁
,

均

为本地从事服务行业的非接尘人员
。

1
.

2 方法

参照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提供的呼吸系统症状询

间提纲
,

制定自觉症状询问表进行间诊
。

重点检查呼吸

系统
、

皮肤及鼻
、

咽
、

眼的粘膜改变
。

部分症状典型者

摄 X 光胸片
。

观察组和对照组全部行羽毛
、

尘靖
、

产

黄青霉
、

交链抱霉
、

黑曲霉等 5种抗原的皮内试验
。

抗

原由北京协和 医院变态反应科提供
。

皮试结果按照

M
o r e ll ( 1 9 8 6 ) 的观察方法和乔秉善 ( 1 9 9 0 ) 的判断标

准进行判定
。

免疫球蛋白 G
、

A
、

M 用环状免疫单向扩

散法
、

血清总 Ig E 用 E LI S A 法
、

C
一

反应蛋白 (C R )P 和

类风湿因子 ( R F ) 用免疫胶乳凝集法测定
。

2 结果

2
.

1 现场卫生学调查资料

选择 6 个作业场所为采样点
,

用 A F O
一

20 A 型矿用粉

尘采样器现场采样
。

以 G B 5 7 4 8
一
8 5 方法测定粉尘浓度

、

分

散度及 4 个采样点的游离 51 0
:

含量和有机物含量 (表 1 )
。

表 1

采样点

毛粉

拼堆

打包

分毛

检验

水洗

粉尘浓度

( m g /m 3 )

各工序粉尘监测结果

粉尘分散度 ( % )

< 2拜 2拜~ 5拌~ 10拌~

游离 5 10 2

含量 (% )

有机物

含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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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症状体征检出结果分析

症状体征检出率见表 2
。

随接尘工龄增长其症状

体征检出率有升高的趋势
,

其中咳嗽咯痰
、

眼结膜充血

与接尘工龄呈高度正相关 (r 一 0
.

9 7 9 8
,

o
`
9 9 7 3 ; 尸 <

.0 01 )
。

结合工种及粉尘浓度观察各种症状体征的变

化
,

咳嗽咯痰
、

胸闷气紧
、

畏寒发热与粉尘浓度之间也

呈高度正相关 ( r = 0
.

9 0 9 6
,

0
.

5 7 9 4
,

0
.

5 9 5 2 ; P (

。
.

0 1 )
。

此外
,

随机详细询问 49 名接尘工人
,

发生过
“

接触反应
” (上班后 4~ 8 小时出现畏寒发热

、

咳嗽气

紧等症状 ) 者 22 例 ( 44
.

9 % )
,

其中 13 人初次接触羽

毛尘即发生
“

接触反应
” ,

9 人为工作 l ~ 4 年后发生
,

4 人发作呈周期性
、

季节性
,

且逐年加重
。

表 2 ” 名接尘工人症状
、

体征检出率

症症状 例数 写写
} 体征 例数 %%%

咳咳嗽咯痰 47 4 7
.

555

}
鼻粘膜充血 3 , 3 .7 `̀

易易感冒 2 5 2 5
.

333
}咽充血

“ “ “ .0 ““

鼻鼻干鼻寒 21 2 1
.

222

}咚竺膜充血
` 5 ` .5 555

喉喉痛喉干 18 18
.

222
}瞥吧

_ _
.

9 。
.

111

畏畏塞发热 17 1 7
.

222

睽弊
.

8 8
.

111

胸胸闷气紧 17 17
.

222

刚哪
6 6

.

111

眼眼痒胀痛 16 16
.

222
}开垦甲

4 4
’

。。

皮皮疹或搔痒 8 8
.

111 }肺岁首 2 2
.

000

作者单位
: 6 1。。 41 成都 四川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

究所
2

.

3 X 线胸片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