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天的恢复 ,复合噪声组和脉冲噪声组仍分别

残留 5. 28dB和 8dB的听力损失 , 可认为是

PTS (永久性阈移 )。

当前国际上多用 AT S来预测今后产生的

PTS的可能性与大小 , ATS是指随着噪声暴

露时间的无限延长 ,听阈位移将稳定在某一渐

近水平。渐近线位移的发现对于噪声致听觉损

伤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与短期暴露后的暂时

性阈移 ( T TS)不同 , ATS是一个更稳定有序

的现象〔 3、 4〕 , 一般而言 , 长期暴露后的 AT S水

平代表今后产生 PTS的上限。以往研究表明 ,

本研究的几种类型噪声在即刻所测的听力阈

移 , 均达到 ATS
〔3, 5〕。该研究中脉冲噪声组和

复合噪声组的 AT S明显高于稳态噪声组的

A TS ( P < 0. 05) ,这说明复合噪声今后产生的

危害高于等能量的稳态噪声。从毛细胞缺失率

(表 2) 也可看出第 3排 ( CHC3 ) 脉冲噪声和复

合噪声均大于稳态噪声。这也从组织病理学方

面证明了复合噪声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 , 该

实验提示我们: 我国目前工厂中常用的锻、 冲

床所产生的脉冲噪声与机械加工稳态噪声所

形成的复合噪声 ,对听力产生的影响比等能量

的稳态噪声大。仅用 Leq ( A) (等效连续声级 )

来评价复合噪声以及作为复合噪声治理依据

是不够完善的 , 也是不够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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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急性职业中毒调查分析
罗进斌　马福云　王晓红

　　本文对金华市 1991～ 1995年急性职业中毒的发生

原因、 规律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 现报告如下。

资料来源: 查阅我市 1991～ 1995年的职业病季报

表 , 急性职业中毒调查报告 , 病例个案登记等资料。

结果: ( 1) 5年间全市共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29起 ,中

毒病例 54例 , 均为男性 , 平均年龄 31. 7岁。中毒死亡 13

例 ,占中毒病例的 24. 07%。 ( 2)全市共有 8个行业发生

急性职业中毒 , 发生中毒起数和中毒例数最多的是化

工行业 ,分别占 44. 83%和 42. 59% ,建材行业次之 ,分

别占 13. 79%和 30. 77% ,死亡例数最多的是建材行业 ,

占 30. 77%。不同企业类型中 , 中毒与死亡例数最多的

是全民企业 ,分别占 66. 67%和 46. 15%。 ( 3)急生职业

中毒涉及 11个工种 ,主要是操作工 ( 33. 33% ) ,投料工

( 12. 96% )和卸运工 ( 11. 11% )。 ( 4)发生急性职业中

毒的毒物有 15种 , 引起中毒和死亡的主要毒物是 CO,

分 别 占 29. 63%和 46. 15% , 其次是 H2 S, 分别占

12. 96%和 39. 46%。其余引起中毒例数排前 5位的毒物

是有机磷农药、 苯胺和硫酸二甲酯。 ( 5) 从发生年份

看 , 中毒与死亡的高峰是 1992年 , 占总数的 37. 04%和

46. 15%。1995年处于最低 ,分别占 3. 7%和 7. 7%。季节

分布中 , 发生例数最多的是 3季度 , 占 35. 19% , 4季度

次之 , 占 31. 48%。死亡例数最多的是 4季度 , 占

53. 85% , 3季度次之 , 占 30. 77% 。 ( 6) 引起急性中毒

和死亡最多原因是违章操作 , 二者分别占 70. 37%和

69. 23% ,其次是无安全卫生操作制度 ,分别占 18. 52%

和 23. 08%。 ( 7)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直接经济损失达

170余万元。

综上情况表明 , 我市急性职业中毒发病虽呈下降

趋势 ,但职业中毒涉及面广 ,病死率高 ,违章操作是急

性中毒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 ,加强对职工的安全卫生

教育 ,重点控制窒息性及刺激性气体 ,对防止急性职业

中毒发生 , 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

(收搞: 199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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