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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焦炉作业工人进行肝血流图检查并测定相应岗
位的焦炉逸散物浓度。结果表明焦炉逸散物能影响工人肝脏

供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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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焦炉作业工人肝脏供血功能改变的规律及其与焦

炉逸散物的关系 , 本文对焦炉作业环境进行监测并对作业工

人进行肝血流图检查。现分析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焦炉作业工人 137 例 , 男性 , 年龄 21 ～ 56 岁 , 平均

38.4岁 , 专业工龄 3 ～ 28 年 , 平均为 15.9 年 , 经病史询问 ,

体检 , 心电图 、 肝功能 、 超声波等检查剔除患有病毒性肝炎 、

心血管疾病的工人为视察对象 , 并按作业岗位分为炉顶组 46

名 , 包括扫炉盖 、 加煤车司机 、 吹哨 、 上升管等工种 , 平均

年龄 37.1 岁 , 平均工龄 15.5 年;炉侧组 44 名 , 包括出炉 、

推焦 、 熄焦 、 拦焦 、 炉门修理等工种 , 平均年龄 40.4 岁 , 平

均工龄 17.3 年;非焦炉组 47 名 , 包括焦炉机关干部及电 、

焊 、 钳工等 , 平均年龄 37.8岁 , 平均工龄 15.1 年。且各组间

年龄 、 工龄差异无显著意义 (P >0.05)。

1.2　方法

采用江西电子仪器厂出品的 HL-3B 型多用恒流式阻抗容

积图仪 , 定标:容积图■Z为 0.1 欧姆 , 微分图 dz/ dt为 2 欧

姆/秒。定位:前胸电极置于肝绝对浊音区 , 后背电极置于肩

胛线的延长线与前胸电极相对应部位 , 工人平静自然呼吸后

屏气瞬间描记。

1.3　观察指标及正常值范围

(1)容积图 , 正常波型为三峰型 、 双峰型 , 异常波型有

低平波 、 高舒张波 、 高房缩波 , 振幅正常范围为收缩波波幅

hs 0.061～ 0.117 欧姆 、 舒张波波幅 hd 0.038～ 0.081 欧姆。(2)

微分图正常范围为 z 波 dz/ dt 0.93 ～ 1.52 欧姆/秒 , о波 dz/ dt

0.24～ 0.48 欧姆/秒 , 充盈指数 g 11.30 ～ 15.84 、 舒张指数 y

3.64～ 5.94等。

2　结果

2.1　焦炉作业环境污染状况

炼焦生产时 , 由于炭化室高温干馏生成大量的焦炉逸散

物 , 通过炼焦炉门 、 炉盖等操作部位逸出而造成作业环境污

染。本文主要以测试苯溶物指标 (由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

研究院测试并分析)来代表焦炉工作区污染水平 , 同时也测

定 3～ 4Bap , 结果见表 1。

表 1　焦炉作业环境苯溶物及 3 ～ 4Bap 测定结果

岗　位
苯溶物 (mg/m3)

样本数 平均值 超标倍数
　

3～ 4BaP (mg/m3)

样本数 平均值 超标倍数

炉　顶 5 1.04 5.9 5 11.68 57.4

炉　侧 5 0.11 — 5 0.68 2.4

非焦炉 5 0.04 — 5 0.13 —

　　注:参照标准:苯溶物 0.15mg/m3 , 3～ 4BaP 0.2mg/m3 。

从表 1可看出焦炉逸散物污染程度最严重的是炉顶 , 形

成一个炉顶>炉侧>非焦炉的梯度 , 这与文献[ 1] 报道一致。

2.2　焦炉作业工人肝血流图特点

2.2.1　焦炉作业工人肝血流图观察指标结果　见表 2。

表 2　焦炉作业工人肝血流图观察指标测定结果 (x±s)

组　别 例数 hs hd z o g y

炉顶组 46 0.071±0.023＊ 0.045±0.021＊＊ 0.897±0.379＊＊ 0.221±0.123＊＊ 13.223±6.920 2.721±1.420＊

炉侧组 44 0.078±0.027 0.054±0.025 1.080±0.352 0.268±0.113 13.565±6.670 3.192±1.570

非焦炉 47 0.089±0.035 0.067±0.037 1.210±0.396 0.332±0.101 13.801±6.855 3.543±1.155

合计 137 0.079±0.030 0.055±0.030 1.063±0.396 0.274±0.121 13.531±6.772 3.154±1.419

　　3组间方差分析 ＊P<0.05 , ＊＊P<0.01。

　　3 组不同岗位工人肝血流图观察指标结果炉顶组低于炉侧

组 , 而非焦炉组最高 , 经方差分析 hs 、 y 值 3 组间差异有显著

意义 (P<0.05), z、 o、 hd 值 3组间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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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经进一步两两比较 , hs 、 hd、 z 、 o、 y 值炉顶组与非

焦炉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 hd 、 o值炉侧组与非焦炉组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 , z、 o值炉顶组与炉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2.2.2　3 组不同岗位作业工人肝血流图异常率　见表 3。

焦炉作业工人容积图异常率达 25.6%, 异常波型主要是低

平波 12.4%, 高舒张波 5.8%, 异常率呈炉顶>炉侧>非焦炉

的梯度 , 3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微分图异常率 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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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无显著性 (P>0.05)。

表 3　焦炉作业不同岗位工人肝血流图异常率结果与分析

岗　位 例数
容积图

异常数 异常率%
　

微分图

异常数 异常率%

炉　顶 46 19 41.3 26 56.5

炉　侧 44 10 22.7 23 52.3

非焦炉 47 6 12.8 19 40.4

合　计 137 35 25.6 68 49.6

χ2=9.861 df=1 P<0.01 , χ2=2.40 df=1 P>0.05

3　讨论

焦炉逸散物 (苯溶物)是焦炉作业工人接触的主要毒物 ,

Swaen 等研究[4] 发现焦炉作业工人肝癌死亡率增高 (SMR=

307), 炉顶更高 (SMR=664)。本文资料焦炉工作区苯溶物及

3 ～ 4BaP浓度呈炉顶>炉侧>非焦炉的梯度 , 与文献报道[1] 一

致;焦炉工人肝血流图异常率也呈炉顶>炉侧>非焦炉的梯

度;而肝血流图观察指标结果呈炉项<炉侧<非焦炉组 , 且差

异有显著性 , 表明焦炉作业工人肝血流图改变与接触焦炉逸散

物有密切关系。

肝血流图反映心动周期内肝脏血液动力学和肝脏实质功能

的变化。与流经肝脏血容量 、 流速 、 肝内血管紧张度 、 弹性阻

力及肝实质有密切关系。 hs 、 hd、 z 、 o、 g、 y 值依次反映肝动

脉 、 门静脉的充盈程度 、 瞬间灌注量 、 血管弹性。指数大表示

血管弹性好 、 充盈快[ 3] 。肝血流图检查对焦化厂工人肝脏损害

的早期检出有参考价值[ 2] 。本文资料高接触组 (炉顶组)工人

肝动脉 、 门静脉充盈程度 、 瞬间灌注量 、 弹性都与低接触组存

在差异 , 焦炉作业工人肝血流图的异常改变可能是工人长期接

触高浓度焦炉逸散物 , 使肝脏受损 , 肝细胞肿胀变性 , 部分坏

死 、 纤维化 , 压迫肝血窦 , 使肝循环血量减少 , 肝内血管发生

变异 , 血管弹性减弱 , 血管阻力增加 , 血流速度减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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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讨低浓度甲醛接触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 对 79

名甲醛作业工人进行了健康检查及肺功能测定。结果表明甲

醛对作业工人的主要危害表现为上呼吸道症状体征发生率增

加 , 接触组肺功能异常率增高 , 且以小气道功能异常为主。

提示长期接触低浓度甲醛损害工人呼吸系统健康 , 对肺功能

损害属于阻塞性肺通气功能障碍 , 肺功能测定不失为甲醛作

业工人健康监护的理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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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甲醛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受到人们日益关

注[ 1～ 3] 。为探讨甲醛的职业危害 , 我们对某木材加工厂甲醛

作业工人呼吸系统症状及肺通气功能进行了调查 , 报道如下。

1　调查内容与方法

1.1　对象

某木材加工厂甲醛作业工人 79 名 (男 44名 , 女 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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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工龄为 1～ 32年 , 平均接触工龄男工 (13.14±8.17)年 ,

女工 (11.90±5.86)年 , 平均年龄男工 39.84 岁 , 女工 35.91

岁 , 男性吸烟率为 56.82% (25 人)。另选无尘毒接触 、 劳动

强度相似的某厂工人 186名为对照 (男 68 名 , 女 118 名), 平

均年龄男性 37.87 岁 , 女性 33.40 岁 , 男性吸烟率为 64.71%

(44人), 两组女工均不吸烟 , 经 t检验和χ2 检验 , 2 组年龄

和吸烟情况相近 , 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 >0.05)。

1.2　内容与方法

由专业人员按统一的询问要求详细调查职业史 、 疾病史 、

吸烟饮酒史等 , 由专科医生进行体检。重点检查内科 、 五官

科。用日本产 HI-298 型肺功能仪测定肺通气功能 , 每名工人

至少测 3次 , 选最优者由仪器自动打印后 , 进行统计学处理。

测定指标:肺活量 (VC)、 肺活量占预期值百分数 (VC%)、

第1 秒时间肺活量 (FEV1.0)、 第 1 秒时间肺活量占预期值百

分数 (FEV1.0%)、 最大呼气中期流速 (MMEF)、 50%肺活量

位的最大呼气流速 (V
·

50)以及 25%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速

(V
·

25)等。

甲醛浓度测定:在生产车间正常生产情况下 , 用国产

GS-3型大气采样机按标准采样 , 以变色酸比色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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