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0.786)和 0.218 (P =0.276)。同时 , 也未发现年龄和工

龄等与性激素水平的相关关系。

3　讨论

文献报道 , 睾丸间质细胞具有分泌雄性激素的内分泌功

能。间质细胞分泌雄性激素受垂体分泌的 LH 和 FSH 的调节 ,

LH刺激睾酮的合成与分泌 , FSH 促进生精 , 垂体分泌促性腺

激素 (FSH 、 LH)又受到下丘脑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的调节 , 而间质细胞分泌的性腺激素又可通过正负

反馈影响下丘脑和垂体的活动 , 这样形成了下丘脑-垂体-睾丸

性腺轴控制着性腺激素的分泌〔5〕。 由此看出 , 上述任何水平

的损伤均可引起生殖内分泌功能的紊乱。

有研究表明 , 接触苯乙烯男工血浆 TO 和血清 FSH 明显降

低
〔1〕
, 实验接触苯乙烯大鼠血浆 TO 含量低于对照组 , FSH 高

于对照组 , 但 LH 无改变〔1〕。大鼠精子数量减少 , 睾丸重量下

降〔6〕。本文研究表明在车间空气苯乙烯浓度超过国家标准时 ,

工人短期接触可出现 TO 的显著降低 , 而 LH 和 FSH 则显著升

高。而目前尚未见男性在 28岁到 30 岁性激素有明显变化的报

道。因而可以认为苯乙烯接触可影响男工生殖内分泌的功能。

在接触苯乙烯男工中有 52.94%发现血液中存在苯乙烯 ,

8 例阳性样品的苯乙烯水平已达到或超过美国 ACGIH 生物接

触限值 (1994～ 1995)(0.02mg/ L)。部分工人血中未检出 , 可

能与这些工人接触低浓度苯乙烯 、 工龄较长而职位改变 (如

提升为部门负责)、 工人脱离时间和苯乙烯本身的代谢等有

关。苯乙烯在体内代谢产物为苯乙醇酸和苯乙醛酸 , 其中间

代谢产物苯乙烯-7 , 8-氧化物为强直接致突变剂。而苯乙烯本

身为高脂溶性小分子化合物。可能通过血脑屏障和/或血睾屏

障而进入相应的器官和组织 , 影响其功能。

　　血中苯乙烯检出者与未检出者之间比较未发现血液性激

素的差别 , 同时通过对工人血液性激素与血液中的苯乙烯水

平相关性分析未发现两者的相关性。其原因可能是样本含量

较小及性激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等 。

文献报道接触苯乙烯男工的妻子死胎 、 死产危险度显著

增高 , 这一作用机理尚未明了〔7〕。本文的结果表明 , 接触苯

乙烯可引起性激素水平的显著改变 , 引发性激素代谢的紊乱 ,

这可能是苯乙烯所致生殖功能障碍的重要作用机理 , 值得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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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化公司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和职业适应性调查分析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safety management , safety status and occupational adaptability

in Yanshan Petrochemical Group Company

张东普
ZHANG Dong-pu

(北京燕化集团公司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北京 102500)

　　摘　要:本文通过领导干部对 “安全管理” 和 “安全状

态” 打分和对工人职业适应性问卷调查 , 获其安全评价 M 值

为 7.93 , 属 “良”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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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0)03-0183-03

为了进一步搞好安全生产 , 我们于 1997 年对燕化公司开

展了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和职业适应性调查分析 , 以提高安全

收稿日期:1999-08-27;修回日期:2000-02-18
作者简介:张东普 (1942—), 男 , 北京人 , 副主任医师 , 主要从

事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

状态 , 促进职工的职业适应性 , 保证安 、 稳 、 长 、 满 、 优的

生产 , 克服不足之处。

1　调查内容及方法

1.1　调查内容

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调查内容参照公认的系统安全综合

评价方法 《检查表》 内容〔1 ,2〕 , 结合石化特点编制领导干部 、

专家评价表 , 包括 8 项 、 23个条款 , 标准分为 55 分。职业适

应性调查内容参照著名的比奈-西蒙量表 (Binet-Simon Intelli-

gence Scale)、 斯坦福-比奈量表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及韦克斯勒量表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内容 , 结合石化

特点编制调查问卷 , 包括 18 项 , 50个问题。

1.2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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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调查方法 , 聘请本企业厂长 、 处

(科)长 、 车间领导等管理干部 99 人参加评价活动;职业适应

性调查方法 , 对接触苯系物作业的 393 名工人进行问卷调查。

采取分批集中问卷 , 主试人员说明调查的目的意义。要求填

写姓名 , 独立答卷 , 勿讨论与核对结果 , 当场收回。

1.3　评价方法

采用打分评价计算安全评价M 值的方法评价安全等级〔1〕 ,

M值≥8 为优 、 <8 ～ 7.55 为良 、 <7.55 ～ 7.15 为可 、 <7.15

为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领导干部对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评价结果分析

从表 1 可见 , 99 名干部打分评价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总

平均分数为 52.58 分。

　　从表 2可见 , 99 名干部安全评价 M值为 7.94 , 其安全管

理与安全状态的等级为 “良” 。

表 1　领导干部企业安全活动专家评价表

序号 项　　目 标准分 平均评定分数

1 领导重视机构健全 12 11.83

2 安全基础管理工作 12 11.38

3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6 5.89

4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6 5.73

5 安全检查 4 3.90

6 安措计划 4 3.87

7 文明生产 6 5.66

8 工业卫生 5 4.29

合计 55 52.58

表 2　专家评分法确定权重系数及评价结果

序号
评议项目

名称

条款实际评
议的均值 P

序　　号

1 2 3 4

项目实

际评议

分值

Mi

权重

系数

Ki

项目

评价

KiMi

1 领导重视机构健全 1.99 3.94 3.95 1.95 11.83 0.225 2.66

2 安全基础管理工作 3.92 3.72 1.77 1.97 11.38 0.216 2.46

3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1.97 1.97 1.95 5.89 0.112 0.66

4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1.89 1.87 1.97 5.73 0.109 0.62

5 安全检查 1.94 1.96 3.9 0.074 0.29

6 安措计划 1.93 1.94 3.87 0.074 0.29

7 文明生产 1.94 1.92 1.83 5.69 0.108 0.61

8 工业卫生 1.82 2.47 4.29 0.082 0.35

评价结果 综合安全评价 M值 7.94

2.2　接触苯系物作业职工的职业适应性问卷结果分析

从表 3可见 , (1)有 96%以上的职工知晓和了解本企业

的五项纪律及操作规程 , 考核合格;知道三违的占 65.63%。

(2)经过上岗培训的人员有 98.2%。(3)认为事故的原因是违

章占 59.4%;认为生产条件差者 37.4%(指设备跑 、 冒 、 滴 、

漏现象)。(4)承认睡眠不足的占 33.6%;不愿上后夜班者占

76.6%, 上班困而不睡者有 76%。(5)有37.7%的职工与厂长

或车间主任不常说话 , 5%的职工不理或不认识。(6)承认身

体基本健康的占 93.8%, 锻炼身体者占 42.1%。

表 3　393名苯作业职工职业适应性调查结果

项目 调查内容 统计人数 确答人数
占百分比

(%)

知晓五项纪律 五项纪律 390 376 96.41

知晓三违 三违内容 387 254 65.63

岗前培训 经过培训 393 386 98.22

操作规程学习 考核合格 393 380 96.69

睡眠 充足 390 59 15.12

不足 131 33.60

一般 200 51.28

不愿意上哪班 后夜班 381 292 76.64

上班状况 不困 387 74 19.12

打瞌睡 19 4.90

困而不睡 294 76.00

认为事故原因 命中注定 340 11 3.24

生产条件差 127 37.35

违章 202 59.41

健康状况 健康 390 107 27.44

一般 258 66.15

不健康 24 6.15

与厂长车间主任 打招呼 385 221 57.40

关系 不常说话 145 37.66

不理 9 2.34

不认识 10 2.60

业余锻炼 体育锻炼 390 164 42.05

不锻炼 175 44.87

　　该企业职工中 ,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比例较高 , 占

83.7%。

3　讨论

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评价是系统安全评价的一种方法 ,

属于定性评价。本次调查领导干部对企业安全管理与安全状

态内容有 8 项 、 23 个条款 , 评价标准分为 55 分 , 其评价结果

为 52.55 分 , 经加权平均法统计和评价等级加权法取得定性的

评定等级〔1 ～ 3〕 , 其安全评价 M 值为 7.94 , 表明该企业 “安全

管理与安全状态” 的成绩为良级。 从接触苯系物作业职工职

业适应性问卷调查可见 , 职工了解本企业五项纪律和操作规

程 、 考核合格者达 96%以上 , 经过上岗培训的人员达 98.2%,

生活愉快及热爱本职工作的占 87.8%;健康状况良好的占

93.8%, 职工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达 83.7%, 这是该企业安全

管理与安全状态取得良好成绩的保证 , 应不断总结 , 不断发

展提高。

从职业适应性调查中发现 , 不知晓 “三违” 的人员有

34.37%, 承认事故原因是违章操作者达 59.4%, 认为生产条

件差者占 37.4%。另外 , 承认睡眠不足的占 33.60%, 不愿上

后夜班的占 76.6%, 上班困而不睡者占 76%, 以上比例数偏

高 , 对在岗时的自主保安全有一定影响 , 这些是发生事故的

“人” 的因素隐患 , 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调查中还发现 , 有

37.66%的职工与厂长或车间领导不常说话 , 5%的职工不理或

不认识厂长或车间领导 , 这些人的思想情绪 、 心理状态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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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领导所掌握 , 这是对企业管理者实现现代化 “行为科学”

安全管理的一大障碍。因此 , 在安全管理中要注意抓好五项

纪律和按章指挥 、 按规程操作的教育 , 严格控制设备的跑 、

冒 、 滴 、 漏 , 以保证安全生产 , 同时教育职工合理安排日常

生活 , 加强锻炼身体 , 保证班后的休息 , 提高工作效率 , 必

要的情况下 , 安排那些适合上夜班的人上夜班。各级领导 ,

尤其是车间领导和班组长 , 要经常与职工谈心 , 了解掌握他

们的思想情绪 , 解决思想问题或个人困难 , 保证职工在良好

的状态下工作 , 使安全管理与安全状态不断提高 , 减少或杜

绝事故的发生。

(感谢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张家志教授及燕化职防所蒋照宇

和有关人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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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沥青对大鼠的脂质过氧化作用

Lipid peroxidation caused by coal-tar pitch in rats

孟新生 , 邹先清 , 冯淑华 , 钟大明 , 文保元
MENG Xin-sheng , ZOU Xian-qing , FENG Shu-hua , ZHONG Da-ming , WEN Bao-yuan

(山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山东 济南 250062)

　　摘　要:分别用 20mg/只和 40mg/只剂量煤焦沥青经气管

灌注大鼠。结果染毒 60 天后 , 大鼠血清丙二醛含量较染毒前

显著增加 , 全血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较染毒前显著降低 ,

其变化均与染毒时间 、 染毒剂量显著相关;超氧化物歧化酶

活性 , 染毒前后无明显变化。

关键词:煤焦沥青;脂质过氧化;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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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21X(2000)03-0185-02

许多环境因素在体内通过激发自由基反应 , 可加剧细胞

膜不饱和脂肪酸脂质过氧化 (LPO)进程 , LPO可能是毒物介

导所致病理损伤乃至癌肿的基础。尽管煤焦沥青 (CTP)有明

显致癌作用〔1 , 2〕 , 但能否增强 LPO的作用尚未予证实〔3〕。为探

讨CTP对 LPO的作用 , 我们测定了 CTP 染毒大鼠的血清丙二

醛 (MDA)含量 、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和超氧化物

歧化酶 (SOD)的活性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测试物的制备

将某焦化厂生产的 CTP 于玛瑙研钵中反复研磨成细粉

(粒子直径小于 10μm , 其中 75%小于 5μm), 保存在洁净带玻

璃塞的磨口瓶中备用。用前称取所需量 , 加适量消毒生理盐

水 , 振摇成混悬液 , 配制成每毫升分别含 CTP20mg、 40mg 两

种浓度。

1.2　实验动物及分级

取健康成年 Wistar 大鼠 30 只 (山东省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体重 180～ 220 克 , 雌雄各半 , 随机分成 3 组。染毒采用

1ml CTP悬液一次性气管注入。A组注入 CTP总量为 20mg/只 ,

收稿日期:1999-12-15;修回日期:200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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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注入 CTP总量为 40mg/只 , C 组注入 1ml生理盐水作为正

常对照。 3组动物在同一条件下饲养。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各组动物分别在染毒前及染毒后 40 天 、 60 天尾静脉采

血 , 测定 MDA、 GSH-Px、 SOD。测定方法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

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 , 按说明书操作。染毒 60 天后全部动

物断颈处死 , 摘取肝 、 肾 、 肺组织 , 进行病理检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鼠血清MDA 含量

表 1　CTP染毒大鼠血清MDA 含量 (x±s)　nmol/ml

组别 n 染毒前 染毒 40天 染毒 60天

A 10 0.84±0.38 0.88±0.26 1.68±1.10＊■　

B 10 1.10±0.86 1.13±0.60 2.46±0.58＊■■

C 10 0.82±0.27 0.90±0.21 0.92±0.26　　　

　　与染毒前相比＊P<0.001;

与染毒后 40天相比■P<0.05 , ■■P<0.001。

由表 1 可见 , 染毒后 40 天与染毒前相比 , 各组差异均无

显著意义。但染毒后 60 天 , A 、 B 两组 MDA 含量均较染毒前

和染毒后 40 天时有明显增加。MDA含量增加与染毒剂量 、 染

毒时间呈一定效应关系 (r=0.99 , t=7.01 , P <0.05)。上述

结果提示 , MDA含量与 CTP 染毒剂量 、 染毒时间密切相关。

2.2　大鼠全血 GSH-Px活性

表 2　CTP 染毒大鼠全血 GSH-Px 活性 (x±s) 　EU/ml

组别 n 染毒前 染毒 40天 染毒 60天

A 10 19.20±5.70 16.50±4.80 12.10±5.00＊＊■

B 10 19.00±4.20 15.80±3.90＊ 11.10±4.50＊＊■

C 10 19.10±3.30 19.10±3.40 19.00±3.40　　　

　　与染毒前相比 , ＊P<0.05 , ＊＊P<0.001;

与染毒后 40天相比 , ■P<0.05。

由表 2 可见 , 染毒后 40天 , A组 GSH-Px活性虽低于染毒

前 , 但统计学分析无显著差异;B 组 GSH-Px 活性明显低于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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