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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海洋化工资源是山东省重点开发的高科技项目 , 化

工产品占全国首位 ,溴产量占全国的 80%, 其他化工产品有二

氟一氯溴甲烷(1211 灭火剂)、3 , 4 , 5-三甲氧基苯甲醛(TMB)、二

溴醛和溴甲烷等。为摸清该行业的职业危害 ,为制订国家卫生

标准及预防对策提供参考指标 ,特进行了本次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对我市沿海 3 个市区制溴厂及其他化工产品生产企业进

行车间毒物测定;并对 270名制溴工人和 107名其他化工作业

人员进行了体检。

1.2　方法

1.2.1　体检项目　病史与职业史询问 , 内科 、 外科 、 五官

科等检查。

1.2.2　车间空气毒物浓度测定　用多功能电子定时采样仪

(江苏建湖电子仪器厂生产)采样 , 溴测定用溴品红分光光度

法;氟测定用离子选择性电极法;氯用甲基橙比色法;甲醇

和溴甲烷测定用气相色谱法;二氧化硫用副玫瑰苯胺比色法。

2　结果

2.1　制溴工艺流程

原料 (卤水) ※酸化 (加硫酸)※一次氧化 (加氯气)

※吹出※吸收※二次氧化※蒸馏※包装 (成品)。在正常情况

下 , “三废” 较少 , 排出的废液可用于晒盐 , 但由于溴是强挥

发物质 , 在吹出工序多采用开式吹溴 , 回收率 90%左右 , 约

有 10%的溴从塔顶部吹出 , 污染环境;包装工序采用开放式 ,

溴的污染较严重。

2.2　制溴厂各作业点溴浓度测定结果

见表 1。

表 1　11家制溴厂各工种浓度测定结果 mg/m3

工种 测定点数 浓度范围 х±s 超标倍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蒸馏 13 0～ 2.17 0.36±0.31 0～ 3.1 10 84.6

包装 12 0.3～ 5.95 2.11±2.00 0～ 8.5 6 50.0

其他 11 0～ 1.19 0.30±0.40 0～ 1.7 7 66.7

　　注:参考标准 0.7mg/m3。

　　目前国内尚无溴卫生标准 ,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美国)为

0.7mg/m
3〔2〕
。表 1 提示制溴厂各岗位均有不同程度超参考标

准 , 以包装岗位污染最为严重 , 个别点超标 8.5倍 , 点合格率

仅50%。近 3年来对制溴厂车间氯气和二氧化硫的测定结果 ,

没有超国家卫生标准;氯气小于1mg/ m3 , SO2小于 13.9mg/m3 。

2.3　其他化工产品生产车间空气毒物浓度测定结果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 , 对 1211 灭火剂 、 TMB、 二溴醛和溴

甲烷生产车间的溴进行了 3 年连续测定均未超标 (0.7mg/m
3
)。

1211灭火剂车间空气氟的测定结果为 0.08 ～ 0.44mg/ m3;TMB

车间空气中甲醇测定结果为 1 ～ 18mg/m3;溴甲烷生产车间空

气溴甲烷浓度小于 1mg/m3。

2.4　不同岗位溴作业工人的临床症状与体征

见表 2。

表 2　不同岗位溴作业工人临床症状与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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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 102 13(12.7) 14(13.7) 15(14.7) 10(5.8) 9(8.8) 17(16.7) 15(14.7) 12(11.8) 20(19.6) 12(11.8) 46(45.1) 33(32.4)

包装 68 9(13.2) 12(17.6) 11(16.2) 6(8.8) 7(10.3) 15(22.6) 14(20.6) 2(2.9) 14(20.6) 10(14.7) 28(41.2) 21(30.8)

其他 100 2(2.0) 4(4.0) 8(8.0) 5(5.0) 4(4.0) 9(9.0) 10(10.0) 5(5.0) 11(11.0) 9(9.0) 24(24.0) 12(12.0)

合计 270 24(8.9) 30(11.1) 34(12.6) 21(7.8) 20(7.4) 41(15.2) 39(14.4) 19(7.0) 45(16.7) 31(11.5) 98(36.3) 66(24.4)

　　注:(　　)内数字为阳性率。

2.5　海洋化工 5种产品作业工人有关疾病调查结果

结果表明 , 患高血压者9 6例(25.5 %), 咽炎 13 3例

作者单位:261041　潍坊市人民医院(侯光萍 、任永清 、姜峰杰 、李桂

芳 、麻秀梅),潍坊市卫生防疫站(梁允德),潍坊医学院(王志萍),昌邑市

防疫站(王增林),寿光市卫生防疫站(宋国岭 ,刘俊风)

(35.5%), 支气管炎 11 例(2.9%),扁桃腺炎 26 例(6.9%),皮疹

35 例(9.3%),贫血 16 例(4.2%)。

3　讨论

对我市海洋化工行业制溴厂及 5 种其他化工产品生产企

业进行了劳动卫生监测 , 结果 11 家制溴厂仅有 1 家无超标现

象;36 个作业点监测结果提示 , 总合格率为 63.9%, 各工种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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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包装岗位合格率仅 50%, 个别包装岗位超标8.5 倍。在正

常生产情况下 ,对制溴厂的 9 个氯气作业点和 5 个二氧化硫作

业点进行监测 ,均没有超国家卫生标准;1211灭火剂 、TMB、二溴

醛和溴甲烷生产车间的溴测定结果 , 均未超参考标准(0.7mg/

m3);对部分产品及附加剂测定 , 如溴甲烷 、甲醇等基本没超标

准。因此该行业的主要危害是制溴厂的溴 , 以包装岗位最严

重 ,是改进的重点。 其超标原因为吹溴工序是开放式吹溴 , 溴

的回收率 90%,约有 10%的溴可从塔顶逸散而污染环境;包装

岗位多采用高空排放式 , 无回收设施;蒸馏过程中仍有跑 、冒 、

滴 、漏现象。建议将开放式吹溴改为密闭式 , 将包装岗位吹溴

风道加溴回吸收管道 ,以降低溴污染 、增加溴回收。

对 270名制溴工人体检的结果提示 ,溴的慢性危害为眼 、咽

喉 、粘膜刺激作用 , 包装岗位尤为明显;在制溴工艺中虽然氯气

和二氧化硫未超国家卫生标准 , 但也是加重作业工人症状体征

的因素;本次调查表明 ,溴的急性危害以皮肤灼伤最多 , 40%的

工人有不同程度的灼伤;对海洋化工 5 种产品作业工人有关疾

病的调查均显示有不同程度的上呼吸道危害。但该行业除溴

以外 ,尚有其他 4 种产品 , 虽然数量较少 ,但仍有 2 起急性中毒

事故发生 ,一起为溴甲烷生产工人 6 例急性溴甲烷中毒 , 另一

起为 TMB 生产工人 5名急性甲醇中毒 ,这表明定期检查生产和

防护设备 ,健全劳动 、安全 、卫生制度 , 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卫生

法规和标准 , 对劳动者进行安全 、健康教育 ,对防止中毒事故发

生 , 减少职业危害具有重要作用。

本次调查还发现 , 海洋化工行业高血压患者增多 , 某些产

品作业工人高血压者达 30%以上 ,其原因尚不清楚。该区为产

盐区 , 是否与生活环境钠盐过多有关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氯乙烯作业工人健康检查报告

任瑞美　李桂荣　刘亚青　丁　岩

　　为了解氯乙烯的职业危害 ,我们对某厂氯乙烯作业环境进

行了现场调查及作业工人健康检查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氯乙烯作业工人 68名(男 22 名 ,女 46 名), 均

为氯乙烯聚合车间工人 ,平均年龄 37 岁(20 ～ 45 岁), 平均工龄

13.5年(1 ～ 24 年), 同时选择条件相似不接触氯乙烯的行政管

理人员 60名(男 25名 , 女 35 名)作为对照组。

1.2　现场氯乙烯浓度测定　用 100ml注射器采样 , 气相色谱法

分析。1992～ 1995年对 7 个作业点测定 4 次。

1.3　健康检查　询问职业史 ,内 、外科检查 , B 型超声波 、心电

图 、肝功 、血常规检测。

2　结果

2.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氯乙烯作业岗位为开放式作业 ,

无通风设备 ,经 4 次测定共 28 个样本。 结果空气中氯乙烯浓

度为 49～ 83mg/m3 ,已超过国家卫生标准(30mg/ m3)。

2.2　体检结果

2.2.1　症状体征　接触组出现头痛 、头晕者 31例(45.6%), 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1);失眠(23 例)、多梦(29 例)、胸闷(12

例)、恶心(9例)、食欲不振(10 例)出现率亦高于对照组(P <

0.05)。同时检出脱发 2 例 ,皮疹 3 例 , 脾大 、肝血管瘤各 1 例。

2.2.2　接触人群工龄与症状出现率关系　随着接触工龄的延

长 ,头痛 、头晕 、恶心出现率明显增加(P <0.01), 多梦 、食欲不

振出现率亦增加(P<0.05),见表 1。

表 1　工龄与症状出现率(%)关系

工龄(年) 接触人数 头痛 、头晕 失眠 多梦 胸闷 恶心 食欲不振 腹胀

0～ 21 19.0 23.8 28.6 9.5 4.8 9.5 9.5

5～ 17 29.4 35.3 41.2 17.6 11.8 11.8 5.9

10～ 16 62.5 31.2 43.8 25.0 18.7 18.8 12.5

15～ 14 85.7 50.0 64.3 21.4 21.4 21.4 14.3

r 0.983 0.872 0.958 0.837 0.982 0.978 0.734

2.2.3　心电图检查结果　接触组出现窦性心动过缓 7例(占

10.3%), 窦性心律不齐 4 例(占 5.9%), 房性早搏 2 例(占

2.9%), 胸导V4 ～ V7 T波低平 1 例(占 1.5%);对照组出现窦性

心动过缓5 例 , 窦性心动过速1 例 ,窦性心律不齐 3 例。两组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4　肝功能检验指标及血常规化验均未见异常。

3　讨论

氯乙烯不仅是趋肝性毒物 ,也是亲神经毒物。本调查接触

　　作者单位:266003　青岛市卫生防疫站

组工人中头痛 、头晕 、失眠 、多梦 、胸闷 、恶心 、食欲不振出现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 ,且随工龄的增长而增高。调查中未发现肝血

管肉瘤 , 但接触组出现 1 例肝血管瘤 , 该工人在氯乙烯岗位工

作14.5 年 , 1995 年职业体检中发现右叶肝血管瘤 1.8cm ×

1.3cm ,并做 CT进一步证实。我们认为该患者不能排除与接触

氯乙烯有关。本次调查接触组发现皮疹 3 例 , 脱发 2 例 , 说明

氯乙烯对皮肤是有损伤的 ,应注意保护皮肤。氯乙烯是一种致

多系统多器官损害的毒物 ,所以应加强就业前查体及定期健康

查体工作。

(收稿:199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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