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不同开始接尘年代的尘肺分布构成比 (% )

开始接尘年代 尘肺发病数 构成 (% )

～ 1949 26 22. 81

1950～ 64 56. 14

1960～ 24 21. 05

1970～ 0 0. 00

合　计 114 100. 00

年代以前。 接尘在 70年代以后的工人截止到 1990年

12月 31日 , 还未有发病患者。

3　讨论

经过尘肺流行病学调查 , 摸清了我区尘肺发病现

状。根据市尘肺流调办公室提供资料 ,我区与本市其他

城区比较 , 尘肺现患率占第三位 , 低于丰台、 宣武区

( 3. 75%↑ ) ,高于东城等区 ;病死率居第二位 ,低于崇

文区 ( 26% ) ,高于其他各区 ; 1990年尘肺检出率我区

为 0。 此三项指标 , 我区均低于全市水平。

肺结核 、肺感染、 支气管扩张、 肺气肿 , 肺心病是

我区尘肺常见并发症。 结核是主要合并症 , 并发率为

20. 18% , 高于全市并发率 ( 19. 07% )。从病种看 , 我

区仅有石刻工尘肺、矽肺合并肺结核 ,其他尘肺无合并

症者。 完全符合专家关于 “矽肺患者易合并肺结核” ,

“肺结核患者易患矽肺” 的论述。

我区尘肺主要分布在有色金属、机械、城建、轻工

四大工业系统中 ,以前两系统最多。病种分布 ,矽肺占

首位 , 石刻工尘肺占第二位。我区尘肺发病 40年代以

前接尘工人少 , 与工业少、 生产量小有关 ; 50年代接

尘工人发病增加 ,与工业发展迅速、防尘知识缺乏、设

备差有关 ; 60年代接尘工人发病呈下降趋势 , 与当时

贯彻全国防止矽尘危害工作会议精神 , 防尘逐渐加强

有关 ; 70年代后接尘工人无发病 , 与工业科学现代化

发展 ,防尘工作得到重视密切相关。说明尘肺的发生与

防尘工作有重要关系。加强综合性防尘措施 ,把粉尘浓

度降至国家允许的卫生标准以下 , 尘肺是完全可以控

制的。

(收稿: 1995-01-12　修回: 1995-10-31)

六氯乙烷的毒性及危害初探

司荣彪　李学梅　任　胜　刘怀秀

　　六氯乙烷是生产发动机活塞时 , 用来排除铝液中

气体的一种化学物质。 在排气过程中 , 有六氯乙烷逸

出 ,给车间工人健康带来不良影响。但目前国内尚无卫

生标准和采样方法 , 其毒性和对机体的危害程度报道

甚少。因此 ,我们首先探索了采样方法 ,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急性毒性试验 ,并对生产工人进行了查体 ,从而为

今后制订卫生标准提供参考。

1　实验材料与调查方法

1. 1　六氯乙烷急性毒性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 120L玻璃瓶 ,静式吸入染毒。将实验用

雄性小白鼠分为 5组 ,每组 8只小白鼠 ,置于 120升玻

璃瓶内 ,静式吸入染毒 ,一次吸入 4小时 ,观察 10天 ,

记录小白鼠的毒性反应与死亡数 ,计算 LC50及 95%可

信限。

1. 2　现场采样

采用武汉分析仪器厂生产的 FC-2型气体采样

器 , 通过活性炭采样管 , 以 0. 5L /min的流量采集 5L

　　作者单位: 256618　滨州地区卫生防疫站

气体 ,经 CS2洗脱后 ,注入 103气相层析仪分析。采样

时大气压为 102. 12kPa, 相对湿度 78% , 车间内温度

为 12℃ ,平均风速为 0. 285m /s。分别在距铝熔炼炉下

风向 1米处采样。

1. 3　铝熔炼工健康调查

对铝熔炼车间的 65名男性工人分别进行了内科

检查和血液化验。并选择不接触六氯乙烷的 32名行政

人员作为对照。

2　结果与分析

2. 1　六氯乙烷的急性毒性

通过预试验粗定最小剂量 (安全剂量 )和最大剂量

(致死量 ) ,然后确定 5个剂量组 (第 1…… 5组 ) ,其剂

量分别为 505. 66、 758. 49、 1 137. 74、 1 706. 63和

2 559. 91mg /m3。小白鼠经 10天吸入染毒 , 其死亡率

依次为 0、 25% 、 50% 、 88%和 100%。采用寇氏法计

算出六氯乙烷的 LC50为 1 079. 74mg /m3 , 95%可信限

为 865. 57～ 1 346. 91mg /m3。

小白鼠吸入六氯乙烷后各组以第 1只出现死亡计

时 , 第 2至第 5组最早出现死亡的时间分别为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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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67和 13分钟。 小白鼠经染毒后均出现搔抓、 烦

躁症状 ,高浓度组发现有步态不稳、伏倒现象。小白鼠

经解剖后肉眼观察内脏未见明显改变。

通过小白鼠急性毒性实验发现 , 六氯乙烷可通过

呼吸道吸收。该毒物可能引起小白鼠窒息缺氧而死亡 ,

其毒性比较大。

2. 2　采样结果及分析。

该铝熔炼车间共设 6个采样点 , 测得其平均浓度

为 28. 77mg /m3。

铝熔炼车间内有 13个熔炼炉 , 炉温 720℃ , 每炉

加 1公斤六氯乙烷进行精炼排气 , 每天需用六氯乙烷

40公斤左右。排气分化学反应排气和升华排气。六氯

乙烷主要是靠升华排气从而逸散到车间空气中 , 造成

车间内具有浓烈的樟脑样刺激味 , 给生产工人健康带

来不良影响。

2. 3　体检结果与分析。

接触该毒物组最小年龄 18岁 ,最大年龄 47岁 ,平

均年龄 27. 5岁。最短工龄 2年 , 最长工龄 30年 ,平均

工龄 7. 3年。 对照组与接触毒物组年龄基本一致。

接触六氯乙烷组主要表现有头晕、乏力、胸闷、食

欲不振、腹痛和口腔粘膜充血 ,显著高于对照组 ,可能

与缺氧有关。 其他症状和体征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

异 , 见下表。

两组症状体征 (% )

组别 头痛 失眠 心悸 胸闷 腹痛 咳嗽 乏力 头晕 食欲不振 咽痛

接毒组 15. 38* 10. 77* * 12. 31* 　 15. 38* * 16. 92* * 3. 08* 20. 00* * 16. 92* * * 16. 92* * * 3. 08*

对照组 6. 25 0 3. 13　 0 3. 13　 0 3. 13　 0 0 0

组别 心烦 抑郁 多梦
眼结膜

充血

鼻粘膜

充血

口腔粘膜

充血
咽部充血

膝反射

迟钝
血压高

接毒组 7. 69* 1. 54* 3. 08* 0 7. 69* 10. 76* * 0 6. 15* 6. 15*

对照组 0 0 0 0 0 3. 13　 0 0 3. 13　

　　* P> 0. 05　* * P < 0. 05　* * * P < 0. 01

　　对两组分别进行了血液、 肝功化验和胸部 X线透

视。接触六氯乙烷组血红蛋白减少 ( 9. 23% ) , 对照组

为 0,两组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 01)。接触六氯乙烷

组红细胞减少占 30. 77% ,对照组为 12. 5% ,两组差异

有显著意义 (P < 0. 01)。肝功异常与肺纹理增多两组

相比无明显差异。

通过体验可以看出 , 六氯乙烷可影响工人血液系

统和神经系统 , 头晕、 乏力、胸闷、 食欲不振等症状很

可能与红细胞、 血红蛋白减少有关。

(收稿 , 1996-09-15　　修回: 1996-12-16)

三明市非铅作业工人血铅调查

王建平　黄福模　陈秀旗　张　虹

　　血铅作为反映近期铅接触水平的敏感指标 , 正越

来越多地应用于铅作业工人的健康监护和铅中毒的诊

断。为确定本市的血铅正常参考值 ,我们采用微分电位

溶出法对 207名非铅作业工人的血铅含量进行了测

定 , 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测定对象

为 207名无铅作业史 ,身体健康的铸工、泵工、 钳

工、 电工和管工 , 其中男性 137名 , 女性 70名。年龄

　　作者单位: 365000　福建三明市职业病防治院

18～ 58岁 , 平均为 35. 0± 9. 9岁 , 工龄 1～ 40年 , 平

均为 14. 7± 9. 8年。吸烟者 72名 , 占 34. 8% , 饮酒者

42名 , 占 20. 3%。

1. 2　测定方法

取指尖末梢血 40～ 60μl, 置盛有 4ml亚沸重蒸水

的小烧杯中混匀 , 待溶血后加入 1× 10- 2mo l /L Hg2+

溶液 50μl, 1. 2mol /L盐酸 1ml, 将三电极 ( W E: 预镀

汞 3次的玻碳汞膜电极 ; RE: 饱和甘汞电极 ; CE: 铂

电极 )插入待测样品中。仪器: M P-1型微分电位溶出

仪。操作条件: 洗电极 20s, 搅拌富集 100s, 静止 30s,

灵敏度 20, E下= - 0. 2V , E上 = - 0. 9V , E电 = - 1. 2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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