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重 , 同时还关系到安全生产以及防止职业伤害的发生 , 不

少职业伤害与职业禁忌证关系密切。在本次调查的几个工种

中 , 如电工 、 行车工红绿色盲在识别电线或信号旗颜色上会

产生一定的困难 , 而对颜色的准确识别对生产中减少错误操

作至关重要。

3.3　职业有害因素可能是某些职业禁忌证发生的原因。本

次调查发现 , 起重工 、 行车工高血压发病率高于对照 , 这可

能与行车 、 起重作业长期精神紧张 , 工作压力较大有关。另

外 , 从表 4 可见 , 5个工种 20 年以上工龄职工百分构成比中 ,

行车工20 年以上工龄占行车工总数的 18.0%, 为各工种最低 ,

但高血压发病率为 4.23%, 仅次于起重工 4.84%, 而电工 20

年以上工龄所占比例最高 , 但高血压的患病率为 5 个工种中

最低 , 心脏病的患病率亦见类似情况。 由此说明对高血压 、

心脏病 , 职业因素的影响可能大于年龄因素。

3.4　随着工龄的延长 , 职业禁忌证的发病率有一定程度的

上升 , 从本次调查的 5 种作业工种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行车

工 、 起重工 20 年工龄以上职业禁忌证的检出率均在 30%以

上 , 考虑到 1 人可能同时患多种职业禁忌证 , 20 年以上工龄

的行车 、 起重工淘汰率在 25%以上。 主要原因是视力减退和

高血压;电工和电焊工 20 年工龄的淘汰率也在 10%以上。 因

此 , 职业性健康检查不仅要注意就业前的职业禁忌证的甄别 ,

更应注意已就业职工的职业禁忌证的诊断和诊断后的工种调

整 , 对工龄超过 20 年的职工尤其应予重视。

(收稿:1996-11-15　修回:1997-06-16)

高含硫容器内作业现场卫生监护及预防措施

张　恒　黄关麟　杜　鑫　马桂美　余　峥

　　高含硫污水罐是炼油企业污水处理前的存贮罐 , 容量

3 000m3 ,在使用多年后罐底沉积了大量的淤泥杂质 , 厚 30 ～

40cm , 需及时清扫维修。我们于 1995 年 8 月 3 日～ 8 月 15 日

对三座污水罐进行了清罐作业 , 本文就高温下罐内作业现场

卫生监护及预防措施进行讨论。

1　容器内作业环境有害因素

1.1　硫化氢

污水罐接受来自炼油各装置的污水 , 其 H2S 浓度在 1.0%

～ 2.0%之间 , 平均浓度在 1.2%左右 , 达到人体 “电击样” 致

死浓度。

1.2　二氧化硫

高含硫污水中 S 在生产输送过程中与管道及容器中 Fe 反

应生成硫化铁 , 沉积在罐壁及罐底。硫化铁在常温下自燃 ,

燃烧由内向外炭化延燃 , 不呈现火焰 , 温度较高 , 燃烧速度

慢 , 处于炽热状态 , 可生成大量 SO2。

1.3　酸碱性环境

高含硫污水为酸性 pH5 ～ 6 , 经 NaOH 中和后罐内泥水呈

碱性 pH8 ～ 9。酸碱对皮肤均有刺激 、 腐蚀性 , 接触部位皮肤

出现红肿 、 灼痛等症状。

1.4　高温

罐为封闭式 , 仅底部有两个直经 60cm 的入孔 , 通风条件

较差 , 作业正值夏季高温 , 室外温度 31 ～ 38℃, 罐内温度 30

～ 40.8℃, 平均作业温度 36.9℃。高温环境使机体对循环血量

和氧需要量增加 , 出汗增多 , 但由于罐内通风不良 , 劳动负

荷大 , 又穿戴防护服和呼吸面具 , 使高温下机体主要散热机

制受到阻碍 , 因此很容易引起体温升高 、 乏力 、 眩晕等症状 ,

甚至引起高温中暑。

2　卫生监护

　　作者单位:210033　南京炼油厂职业病防冶所

2.1　作业环境安全卫生保障措施

2.1.1　罐内高浓度 H2S 处理　放空罐内污水 , 装入新鲜水

高 2.5m 左右 , 然后注入 30%的 NaOH , 循环 12 小时 , 沉降 4

小时后排空 , 最后再通过蒸汽煮罐 56 小时 , 使罐内气体 H2S

含量 <10mg/m3时打开入孔通风。经处理后作业环境 H2S 浓度

在 0.167 ～ 27.39mg/m3 , 平均 2.9mg/m3。

2.1.2　在作业场所局部定期喷水降温以减少 SO2产生　作

业期间罐内环境 SO2在 0.86～ 286mg/m3 , 平均为 25.28mg/ m3。

此浓度人仍有喉 、 眼刺激症状和窒息感。

2.1.3　罐内有害因素监测　作业期间罐内环境每半小时进

行一次 H2S 、 SO2、 温度测定 , 及时了解环境劳动条件的变化 ,

为监护提供依据。

2.2　作业人员监护措施

2.2.1　配备防护器材　罐内作业人员防护用具采用长管式

压缩空气呼吸器 (0.5MPa、 供气量 1.1 ～ 1.3L/min), 并随面罩

佩戴通讯设施 , 呼出气直接排入罐内 , 防护服为半身橡胶隔

离服。

2.2.2　医学监护

2.2.2.1　预体检及培训　筛除有禁忌证 (循环 、 呼吸 、

泌尿 、 消化系统疾病 , 皮肤病及皮肤过敏 , 体质差营养不良

或肥胖者)人员。 对进罐人员进行培训 , 使其了解罐内有害

因素的性质 、 特征 、 中毒表现及预防措施等情况 , 及所配戴

的防护用品性能 、 使用注意事项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及救护

措施 , 消除工人紧张心理。

2.2.2.2　作业监护　现场设监护人员 5人 (其中监测 2

人 、 医护人员 2 人 、 麻醉师 1 人), 负责环境监测 、 评价 , 作

业时间控制 , 人员入罐前后心率 、 血压及工作时呼吸频率测

定;对有皮肤刺激 、 过敏人员对症处置或发生中暑 、 中毒 、

外伤后的现场急救 、 转送等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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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监护结果　本次作业共计 9天 , 进罐人员计 104 人

次 , 人均罐内作业1 ～ 4 次/日 , 每次5～ 60 分钟 , 平均26.7 分

钟。工人作业后的主要反应表现在血压改变和心率增快 , 其

中收缩压大于18.60kPa或舒张压大于 12.0kPa 者占 9.43%, 较

进罐前降低者占 39.96%;出罐后心率大于 120 次/分者占

13.21%, 心律不齐者 2人 , 见表 1。其次表现为皮肤刺激 、 过

敏症状 , 以手臂 、 颈部 、 背部等裸露多汗部位多见。

表 1　罐内作业人员监护结果

作业

进度

下罐

人次

每次平均作

业时间 (分)

血压升高

发生率 (%)

血压降低

发生率 (%)

心率增快

发生率 (%)

第一天 4 16.75 25.00 25.00 —

第二天 11 16.09 14.29 57.14 14.29

第三天 16 19.00 12.50 37.50 25.00

第四天 22 22.64 8.33 8.33 16.67

第五天 12 32.50 0.00 50.00 16.67

第六天 8 50.38 0.00 25.00 0.00

第七天 7 35.00 16.67 33.33 0.00

第八天 8 21.25 0.00 25.00 0.00

第九天 16 32.75 0.00 16.67 16.67

合计 104 26.71 9.43 33.96 13.21

3　讨论

3.1　容器内有害因素控制

此类性质容器内作业 , 在进入前搞清器内有害因素的种

类及性质 , 同时选择有效的方法降低或消除环境中有害因素 ,

是确保作业安全的重要条件 , 且在作业中应加强监测 , 随时

了解有害因素的变化情况 , 为现场监护人员制定作业时间及

作业条件等提供依据。为避免高温加速容器内毒物的挥发以

及人体在高温下重体力劳动的不良因素 , 应尽量避开高温季

节 , 否则应安排在清晨和傍晚作业 , 并加强通风。

3.2　容器内作业防护用具

器内毒物主要经呼吸道进入体内 , 因此首要解决的问题

是选择合适的呼吸面具。我们认为器内工作时在工艺要求允

许情况下宜采用呼出气直接排放的供气式面具 , 且需要时可按

比例供混氧压缩空气。 其次是皮肤防护 , 全身防护在高温下

不利于出汗散热 , 故采用下半身防护服 , 且在现场设置冲淋

设备 , 工人出罐后立即脱去衣服进行全身冲洗 。

3.3　医学监护指标

监护主要是防止中毒及高温 、 通风不良环境下重体力劳

动引起的机体不良反应。因此 , 在采用对讲机进行内外联络

时应注重询问器内情况 , 是否有头痛 、 头昏 、 恶心 、 心悸等

症状 , 观察呼吸情况以调整作业强度。 心率变化易观察 , 能

反应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 是监护的重要指标。 我们认为容

器内作业心率以不超过 120 次/分为宜 , 劳动 、 高温和心理因

素均可使血压升高 , 但当出现低血压 , 尤其是血压已达峰值 ,

增加劳动负荷 , 血压反而降低时 , 应引起重视 , 不宜再从事

容器内工作。

3.4　有毒容器作业的必备条件

在进入容器和贮罐之前 , 必须对内部进行排空 、 吹扫 、

清洗和冲洗。切断所有法兰和可能带有有害介质的管线 , 以

确保没有蒸气或液体泄漏入作业区域中 , 同时必须考虑采用

机械通风。在允许进入前 , 其间的环境空气必须进行监测 ,

监测顺序首先是氧含量 , 其次是有毒气体。 环境监测必须尽

量接近工作开始的时间。在作业过程中有毒气体必须连续进

行检测。作业时必须具备防护器具。并实行作业许可证制度。

许可证应具备以下内容:允许进入的容器 , 进入许可的日期

及批准期限 , 进入作业人员姓名 , 监护人员姓名 , 作业环境

的危害 , 防护措施 , 监测人姓名 , 监测日期及监测结果 , 可

以投用的营救措施 , 作业时保持联系的通讯联络方法等。 总

之 , 有毒容器内作业是一项危险性较大 , 体力劳动强度大的

特种作业 , 现场卫生监护应具备快速可靠的监测仪器 , 急救

器材 、 药品及训练有素的监护和作业人员 , 合理有效的监护

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 才能确保作业的安全进行。

　　(参加本项工作的尚有庄华 、 林锦、 陈萍 、 周颖 、 徐斌 , 在此一

并致谢。)

(收稿:1995-12-01　修回:1996-08-05)

某石棉厂工人石棉肺的流行病学调查

玄春山　赵玉洁　杨维荣　王志光　马秀娟　任修竹　孙　坚

　　为摸清石棉工人石棉肺患病现状及发病规律 , 制定石棉

肺防治对策 , 加强对石棉肺的管理 , 从而保护工人身体健康 ,

我们对长春某石棉厂 1995 年底以前石棉肺发病情况进行了流

行病学调查。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1　凡在 1948～ 1994年间纯接触石棉粉尘 、 职业史完整 、

　　作者单位:130061　长春市卫生防疫站 (玄春山 、 赵玉洁 、 杨维
荣), 长春市职业病院 (王志光 、 马秀娟 、 任修竹), 长春石棉厂职工

医院 (孙坚)

接尘工龄至少一年以上并有健康检查登记表和系列 X 线胸片

者作为调查对象。队列成员追访至 1995年底。

1.2　每人填写统一表格的接尘卡 , 记录参加接尘作业的起

始时间 、 工龄 、 诊断结果等。石棉肺病人登记尘肺病例卡 、

记录定诊时间。死亡病人记录死亡时间和死因 。

1.3　统计不同年代开始接尘作业工人的人数和石棉肺病人

数 , 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开始接尘作业的累积发病率。为了

避免抽样 、 观察 、 工种分布不同等偏倚对发病率的影响 , 采

用统计人年数〔1 , 2〕 , 比较不同年代开始接尘作业的人年发病

率〔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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