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值为 5 836kJ/人 , 体力劳动强度指数为 15.2 , 体力劳动强度

为Ⅱ级 , 相当于中等强度劳动。但是有 30.8%的工种的净劳

动时间 、 46.2%的工种的 8 小时工作日耗能值超过卫生学限

度 , 应合理安排这些工种的劳动时间 , 调整定员定额 , 革新

生产技术 , 改进操作方法 , 提高生产设备的机械化 、 自动化

水平 , 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 防止疲劳 , 保障工人的身心

健康。

(收稿:1997-03-03)

不同潜水作业致减压性骨坏死的综合分析

姜树华

　　减压性骨坏死是潜水人员在长期水下高气压环境工作中 ,

惰性气体在机体的组织和血液中形成气泡压迫和栓塞供氧血

管 , 导致相关骨细胞缺血性营养障碍逐步形成的慢性病变。

为了更好地保护潜水人员的身体健康 , 降低发病率 , 我们对 2

种不同潜水作业所致的减压性骨坏死患者进行了综合分析 ,

报告如下。

1　调查对象

69 名减压性骨坏死患者均系历年健康检查中四肢大关节

X线摄片发现异常 , 并按国家诊断标准诊断的患者。

69 名减压性骨坏死患者中从事水下工程作业的 25名 , 占

36.23%, 从事水产养殖捕捞的 44 名 , 占 63.76%。

2　调查结果

2.1　患病时年龄 、 工龄分布情况

水下工程患者中年龄最大 58 岁 , 最小 35 岁 , 平均年龄

45.9岁;水产养殖捕捞患者中年龄最大 55 岁 , 最小 30 岁 , 平

均年龄 43.8岁。水下工程患者中工龄最长 35 年 , 最短 12 年 ,

平均工龄 20.4年;水产养殖捕捞患者中工龄最长 23年 , 最短

2 年 , 平均工龄 13.2 年。

2.2　水下作业内容及年平均下水频度

水下工程作业以港口水下建设为主 , 包括水下勘察 、 清

障 、 沉箱固定等 , 为中等劳动强度;养殖捕捞作业以水产养

殖为主 , 包括水下苔筏捆绑 、 海产品捕捞 , 为强体力劳动。

水下工程作业人员年平均下水 150 次 , 养殖捕捞作业人

员年平均下水 180次。

2.3　下水深度及作业时间

表 1　下水深度及作业时间

工种

经常性下水深度及时间

深度 (米) 时间 (小时)

最
浅

最
深

平
均

最
短

最
长

平
均

最深下水深度及时间

深度 (米) 时间 (小时)

最
浅

最
深

平
均

最
短

最
长

平
均

水下工程 10 20 15.2 2 4 3.6 25 50 32 1 2 1.2

养殖捕捞 10 20 15.5 2 6 4.5 25 40 33 1 4 2.0

　　表 1 显示从事 2 种不同潜水作业的人员下水深度基本上

无差别 , 但养殖捕捞业人员则多于水下工程人员作业的时间。

2.4　出水减压情况

69 名患者在作业后不按减压程序出水有 55 人 , 占患病人

数的 79.7%, 其中水下工程患者中不正规减压出水 14人 , 占

25%;养殖捕捞患者中不正规减压出水 41 人 , 占 74.5%, 明

显高于水下工程作业的患者。

2.5　急性减压病的发病次数

69 名患者中 55 人程度不同地患过急性减压病 , 其中 5 次

以内的水下工程为 17人 , 养殖捕捞为 32 人 , 6 ～ 10 次的水下

工程为 0 , 养殖捕捞为 5 人 , 还有1 人患过 11 次急性减压病。

2.6　骨坏死的部位及程度

表 2　骨坏死的部位及程度

工种
肱　　　　骨

　Ⅰ期　%　　Ⅱ期　%　　Ⅲ期　%
　

股　　　　骨

Ⅰ期　%　　Ⅱ期　%　　Ⅲ期　%
　

胫　　　　骨

Ⅰ期　%　　Ⅱ期　%　　Ⅲ期　%　

水下工程 (25人) 4 16 5 20 0 0 13 52 1 4 2 8 0 0 0 0 0 0

养殖捕捞 (44人) 11 25 3 6.8 1 2.2 23 52.2 2 4.5 3 6.8 0 0 1 2.2 0 0

合　计 15 8 1 36 3 5 1

作者单位:116001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表2 显示 2种不同潜水作业的患者在患病部位和程度上

无明显差别 , 均是股骨发病明显高于肱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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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综上所述 , 对 69名患者的分析 , 41 ～ 50 岁之间患病率最

高 , 易患病的工龄在 11 ～ 20 年之间 , 其患病因素除了与潜水

员的年龄 、 工龄 、 潜水深度 、 下水频度有关外 , 更重要的与

水下劳动强度 、 水下停留时间 、 出水减压程序和多次患过急

性减压病有着密切关系 , 因此预防工作十分重要 , 必须加强

潜水作业人员就业前体检和就业后健康监护工作。严格执行

出水减压操作规程 , 防止急性减压病的发生 , 减轻水下劳动

强度 , 减少水下停留时间 , 寒冷季节要停止和尽量减少下水

次数 , 当地职业病防治机构要经常深入生产作业场所检查指

导工作。

(收稿:1997-09-02　修回:1998-02-04)

接触四乙基铅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的调查

章娅琳

　　我们对接触四乙基铅作业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进

行了检测与分析 ,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接触组为四乙基铅作业工人 161 名 , 均为男性 , 其中汽

车修理工 41 名 , 平均年龄 27.5 岁 (19 ～ 60 岁), 平均工龄

10.8年 (1～ 37年);驾驶员 74 名 , 平均年龄 30.4 岁 (18～ 60

岁), 平均工龄 12.3 年 (1 ～ 42 年);油库工人 46 名 , 平均年

龄29.3岁 (19～ 60 岁), 平均工龄 11.9年 (1～ 41 年)。对照

组为饮食行业的健康成人 56名 , 均为男性 , 平均年龄 29.0 岁

(19～ 61 岁), 平均工龄 12.7 年 (2～ 41年)。

1.2　样片制备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测定采用甲基纤维素法制备样片。

1.3　微核检测

核呈圆形或椭圆形 , 存在于胞浆中 , 边缘整齐 , 与主核

分离 , 折光和着色与主核一致 , 大小为主核的 1/3～ 1/20 , 如

1 个细胞内出现 2 个或多个微核 , 按 1个计数。并要求 2人同

时确认。油镜下计数 2 000 个完整的淋巴细胞 , 计算微核数 ,

以千分率表示。 检查正常人 56 名 , 微核率中位数为 1‰,

95%上限值为 2‰, 本次观察以此为正常上限值。

2　结果

2.1　接触组与对照组比较

接触组工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的中位数均高于对照

组 (见表 1)。

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微核率中位数比较

组别 检查人数
微核范围

(‰)

微核中位数

(‰)
u值 P值

驾驶员 74 0～ 7 2.1 4.9 <0.01

油库工 46 0～ 7 2.3 5.9 <0.01

修理工 41 0～ 7 2.5 6.5 <0.01

对照 56 0～ 4 1

　　在接触组 161名作业工人中 , 微核率超正常上限值 33人 ,

占 20.5%, 与对照组微核率超正常上限值的 5.36%相比差异

作者单位:066001　秦皇岛市卫生学校

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P <0.01)。

2.2　接触四乙基铅浓度与微核率的关系

表 2　接触四乙基铅浓度与微核率的关系

组别 检查人数

空气中四乙

基铅浓度

(mg/m3)

微核率超正

常上限值人数

(%)

u值 P值

驾驶员 74 0.017 14(18.92) 2.07 <0.05

油库工 46 0.032 9(19.57) 2.13 <0.05

修理工 41 0.063 10(24.39) 2.45 <0.01

对照 56 0 3 (5.36)

　　由表 2可见四乙基铅接触组微核率超正常上限值人数百

分率随接触四乙基铅浓度的增加而增高。

2.3　接毒工龄与微核率的关系

本次检测数据按接毒工龄进行分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

随着接毒工龄的增长 , 微核率超正常上限值人数百分率呈明

显上升趋势。按各接毒工龄组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 可得微核

率超正常上限值人数百分率的回归方程为 Y =4.696 +

1.3424X , 其相关系数 r=0.9959 , P<0.05 , 可见两者有密切

线性相关关系。

3　讨论

本次调查以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为客观指标 , 对

接触一定浓度四乙基铅作业工人进行了观察 , 结果显示微核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且具有统计意义 (P <0.01), 这说明四

乙基铅可能引起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的增高 , 提示四乙

基铅可导致人体细胞染色体的损伤。

检测结果表明 , 随着接毒工龄的增长 , 微核率超正常上

限值百分率与接毒工龄呈显著正相关 , 这与有关报道一致。

提示四乙基铅在人体中可能有积累效应 , 从而可在某种程度

上为四乙基铅的监测和监护提供一种理论依据。

四乙基铅作为汽油的抗爆剂 , 广泛地应用于汽车 、 航空

等运输行业 , 加油站工人 、 司机 、 汽车修理工等都长期接触

四乙基铅 , 且四乙基铅具有脂溶性 , 故易经皮肤吸收。目前

对这些职业人群的评价指标问题尚未解决 , 能否将人外周血

淋巴细胞微核率作为职业接触四乙基铅工人的评价指标有待

进一步探讨。

(收稿:1996-12-15　修回:1997-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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