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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氯二丙醚生产工人肺癌暴发的调查

程百里　孙根福　薛寿征

　　八氯二丙醚 (简称 S2 )是许多菊酯及氨基甲酸酯农

药的增效剂 , 在农药制剂中广泛使用。以往使用二氯甲

醚加入三氯乙烯的方法合成 (需先合成二氯甲醚 ,俗称

两步法 )。二氯甲醚 ( BCM E, bischlo romethyvether )不

仅有剧烈的刺激性 ,还是强烈的化学致癌物 ,易引发未

分化小细胞肺癌 , 恶性程度及死亡率很高。国际所订空

气中的控制限值为 1ppb, 其所致肺癌已被列入我国颁

布的职业肿瘤名单中。

为避免使用二氯甲醚 , 我市某村办厂试图直接合

成 S2 (简称一步法 )。但此生产过程仍有严重危害 , 生

产八年来 , 16名女工中已发生肺癌 5人 ,死亡 4人。为

此特作初步调查 , 现报道如下。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 1　了解生产工艺、 生产现场、 设备及防护情况。

1. 2　了解使用的原料化学物、生产过程与步骤 ,推测

可能产生的中间体及副反应产物 ; 产品含量及杂质。

1. 3　了解生产工人的从业史 , 即参与合成 S2生产和

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情况 ,并根据《氯甲醚类职业肿

瘤诊断标准草案》 ,询问工人的接触反应 ,作出评分 ,乘

以接触月数可得到基准的积分。

1. 4　查阅无锡市胸科医院的病历资料 ,了解该厂生产

工人肺癌患病情况 , 核实诊断 , 并作随访。

2　结果

2. 1　生产现场及设备情况　厂房为三层楼房 ,内部为

框架式结构 , 二楼安放主要生产设备——半立方反应

罐及液体、气体加料管道。楼梯及操作平台均窄小 ,在

西北角常年下风向隔出两平方米的操作室 , 该室无严

密的门窗和单独的出入通道 , 布局不够合理 , 通风欠

佳 , 投产前未经劳动、 卫生、 工会等职能部门审批。

2. 2　生产过程　反应罐从地面抽入 400kg的三氯乙

烯 , 加入 20kg的聚甲醛 ; 反应一小时后 , 通入氯化氢

气体 , 并从固体投料口逐渐用小匙加入催化剂三氯化

铝 10kg , 约需 4小时才能全部加入 , 此期间加料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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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敞开 ; 经 7小时反应完成后 ,放料至底层容器 ,再经

中和、 脱水即得成品。

2. 3　产品分析　厂方提供资料记载所得产物含 85%

～ 90%的八氯二丙醚 , 有甲醛 0. 5%及氯化氢 0. 5% ,

其余未作分析。

2. 4　劳动卫生学调查　该工段 16名投料工 , 以前为

务农妇女 ,除接触少量化肥与农药外 ,无其他有害化学

品接触史。据称在 1987年试生产的一年多中 , 常有冒

锅、冲料、泄漏等事故发生 ,厂房墙壁与地面仍可见事

故痕迹与残留物。 当时工人整天在车间工作 , 甚至吃

饭、 睡觉也在现场。以后每天工作 12小时 , 接触强度

甚大 , 到 1995年年中停产整顿为止 , 工人的累计接触

积分达 225～ 315。

1993年 10月至 1994年 , 16名女工中已有 5人患

肺癌 ,其中 4人死亡 ;细胞病理学诊断 3例为未分化小

细胞肺癌 ; 2例为支气管上皮细胞鳞癌。患者发病年龄

分别为 39岁 3例 , 40、 49岁各 1例 ,平均 41. 2岁 ; 平

均接触期限为 6. 2年 ; 均经手术及 /或化疗 , 死者在诊

断后的平均存活期为 10. 25个月。

3　讨论

两步法生产八氯二丙醚的危害已经很明确 , 一步

法即为避免此危害而开发 , 在化学反应方程式中看不

到危害严重的二氯甲醚。 该厂沿用国外同类产品先进

的生产技术方法 ,但未采用国外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

与密闭化技术 ,也未采取严密防护措施 ,造成严重的后

果。病例分布集中、 发病率高、潜伏期短、 病人年龄较

轻、存活期短 ,病理诊断中主要是未分化小细胞肺癌等

特点 ,提示致癌物质极可能为氯甲醚类。氯甲醚的来源

可能有以下几种途径:

( 1)反应过程的中间产物。通入氯化氢后 ,反应釜

内的甲醛有可能与之形成氯甲醚 ;负压抽气管很细 (直

径约 5cm) , 抽气量小 , 在反应激烈进行时难以维持釜

内的负压 ,各种气体都可能从投料口逸出 ;病人均为投

料工为此重要提示。

( 2)试生产时期的冒锅冲料 ,大量原料、反应中间

物、杂质等的逸出 ,不能排除其中也混有氯甲醚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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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氯甲醚的化学物。

( 3)生产条件与通风均差 ,产品中所含的甲醛及氯

化氢杂质 ,也可能生成二氯甲醚。此种结果不仅给该工

序工人带来危害 , 而且还可能危及下道生产工序工人

及产品的使用者。

这些可能性需要在严密防护控制下 , 作模拟生产

时的氯甲醚检测后方能断定 , 有关部门已建议厂方和

技术负责人进行此项工作。

八氯二丙醚遇水会分解 , 故不至于造成施用农药

者的危害 ,但若加热则有分解释出氯甲醚的可能 ,故此

产品用于蚊香生产可能带来严重的潜在危害。 本调查

显示生产工人出现如此严重后果 , 提示必须非常慎重

地对待此类问题。

(本文承蒙无锡市肺科医院苏中良主任提供有关病情资

料 , 特志谢。)

(收稿: 1996-03-01　　修回: 1996-05-06)

噪声对纺织女工情绪状况影响的调查

宋琦如　李吴萍　汪　岭　石芳云

　　抑郁是十分常见的负性情绪 , 它的出现可影响人

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 80年代 ,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

究所提出了一个抑郁量表 ( CES-D) , 在国外应用的比

较广泛 ,对于抑郁症状的筛选、早期发现及治疗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1984年 , 张明园等对此量表进行改制并

首次在国内应用。 本次调查即采用改制的 CES-D量

表 ,对某纺织厂女工进行测试 ,以了解接触纺织噪声所

致抑郁症的发生情况 , 为纺织女工及噪声作业人员异

常情绪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从而保护工人健康 ,提

高工作效率提供一些线索和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办法 ,选择无任何肯定的精神、神

经疾患和较严重的躯体疾病者。

暴露组: 选择某纺织厂机织、条染、 纺纱和染整四

个车间的 235名女工为暴露组 , 按照女工所接触噪声

的高低分为三组 ,其中机织车间 (有四台意大利进口的

剑杆织机 )的 86名女工为高噪声组 ,噪声强度为 95. 5

± 1. 0dB ( A) , 条染和纺纱车间的 75名女工为中噪声

组 , 强度为 85. 5± 1. 0dB ( A ) , 染整车间的 74名女工

为低噪声组 , 强度为 76. 4± 1. 0d B ( A )。

对照组: 选择本地区 111名非噪声作业的某商场

女营业员为对照组 , 除不接触噪声外 , 其他条件如年

龄、 工龄、 文化程度等与暴露组齐同。经χ2检验 , 高、

中、低噪声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工龄、文化程度方面差

别无显著性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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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调查方法

采用由张明园等改制的抑郁量表 ( CES-D) , 此系

自评量表 , 由 16个问题组成 , 要求被调查者按照本人

过去一周内的实际情况、想法或感觉填写。评定按频度

分为 0～ 3分共 4级: 无、 少有、 常有和一直有。

评分标准: 16项总分小于 13分为正常 ; 13～ 16分

为可能抑郁 ; 17～ 20分为肯定抑郁 ;大于 20分为严重

抑郁。

1. 3　车间和商场噪声强度测定

使用国产 ND-2型精密声级计 , 按工业噪声测试

规范测定各车间 (每个车间 3个点 ,各点测两次 )和商

场 (每层取中心点 , 于早、 中、 晚各测一次 )噪声强度

以几何均数及几何标准差表示。

2　结果

2. 1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抑郁总均分的比较

见表 1。

表 1　各噪声组与对照组抑郁总均分的比较

组　　别 n 得分 (x±s )

高噪声组 86 10. 82± 1. 68

中噪声组 75 8. 09± 1. 80

低噪声组 74 8. 32± 1. 80

对照组 111 5. 70± 1. 61

　　经方差分析及两两比较可见高噪声组总均分分别

显著高于中、 低噪声组及对照组 ( P < 0. 01, P <

0. 05) ; 中、 低噪声组总均分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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