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结合)。

2　调查结果

2.1　工艺及防护措施

生产工艺为:原料※水解※冷却※碱熔※煮沸※结晶※

装卸料※封袋。整个生产过程在车间内进行 , 通风除尘设施

设计不尽合理 , 除尘效果差。装卸料和封袋岗位空气中 β-萘

酚浓度分别为 7.71mg/m3 和 3.54mg/m3 。车间内环境温度较

高;工人经常不戴口罩 、 手套操作 , 甚至徒手抓物料或裸背 ,

致皮表常被 β-萘酚物料污染。

2.2　临床表现

皮损主要分布于直接接触 β-萘酚尘的手 、 足 、 四肢及面

部 , 呈现不同程度的潮红肿胀 、 丘疹 、 疱疹;自觉灼热或瘙

痒感。经脱离接触对症治疗 , 3～ 7 天后可消退。接触时间延

长 , 皮损加重。班后及时用清水冲洗 , 皮肤损害发生较少。接

触工龄较长者 ,皮肤增厚 , 苔藓化 , 手部皲裂。其中有 20 例(占

患病率的 47.5%)泛发全身 , 脱离接触后约半个月可消失。接

触组患病率为(42/96)43.7%, 对照组仅为(9/45)20.0%。 2 组

发病率经 χ2 检验 P<0.001 ,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2.3　装卸料与封袋岗位皮肤损害情况 (见表 1)

表 1　接触组皮肤损害情况

岗位 总人数
接触部位发病
人数　　　%

全身皮肤发病
人数　占发病总人数(%)

装卸料 56 25 44.6 14 56.1

封　袋 40 17 42.5 6 35.0

合　计 96 42 43.7 20 47.5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 ,(1)本组工人有明确的 β-萘酚接触史 , 装卸

料和封袋岗位 β-萘酚尘浓度超标达 34～ 86倍(参照原苏联 β-萘

酚卫生标准 0.1mg/m3);(2)本组皮肤病主要表现为接触性皮

炎。患病率高达 43.7%, 主要累及暴露部位 , 有一定的剂量反

应关系 ,自觉灼热瘙痒 , 以及脱离后皮损消退较快。以上提示

发病系原发刺激所致;泛发全身者与不注意个人防护 , 以至暴

露面较广不无关系 , 是否可能通过变态反应发病尚待证实。

4　防护建议

必须改善作业环境 , 降低粉尘浓度;执行规章制度 , 按

规定合理使用防护用品 , 禁忌徒手 、 裸背操作 , 下班后洗淋

浴 , 以减少发病。

(本文承蒙吉化职防所王敬钦主任医师指导 , 特此感谢)。

低于最高容许浓度 TNT作业危害调查分析

Investigation on work hazards of TNT exposure under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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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某化工厂技改后 12 年生产车间空气中 TNT浓度均

在最高容许浓度 (MAC)以下。 本文对其 TNT 白内障发病情

况及在MAC 以下剂量长期作用下肝脏的改变形式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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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 , 化工企业对有毒有害物质的

排放及生产车间有毒有害物质浓度已被严格监控 , 我省某化

工厂技术改造后 12年来车间空气 TNT 浓度均在MAC 以下。我

们对其TNT 作业工人白内障发病的情况及在MAC 以下剂量长

期作用下肝脏的改变形式进行分析 , 目的在于强调个人防护 、

个人卫生及职业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1　现场调查

我们在 1987年该厂实施技术改造后至 1998 年的 12 年间 ,

每年定期对 TNT作业车间的粉碎 、 筛药 、 配料 、 装药等工序

进行定点采样监测。其检测结果表明 , 该厂技改后 TNT生产车

　　收稿日期:2000-01-26;修回日期:2000-03-20

作者简介:杨龙强 (1957—), 男 , 广东省大埔县人, 主管医师 ,

主要从事职业病临床工作。

间各工序在 12 年的检测中空气 TNT 粉尘浓度均未超过 MAC。

其平均值为:粉碎 0.128mg/m3 , 筛药 0.099mg/m3 , 配 料

0.465mg/m3 , 装药 0.84mg/ m3 。

2　健康检查

选择从事 TNT作业满 1 年以上工人为体检对象。 本次体

检 159 人 , 其中男性 102 人 , 女性 57人。

2.1　白内障患病情况

按 GB11502—89 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 1] 及有关规定对

TNT作业工人用彻照法检查双眼晶体 , 对检出的职业性白内障

患者及观察对象进行双眼晶体画图示意 , 排除其他致晶体混

浊因素 , 然后行职业病诊断 , 结果见表 1。

表 1　TNT作业工龄与 TNT白内障患病率

工龄
(年)

检查
人数

观察
对象

白内障分期
Ⅰ 　　Ⅱ　　Ⅲ

合计
患病率
(%)

<3 12 1

3～ 25 2

6～ 26 4

9～ 24 6

12～ 31 8 9 9 29.0

15～ 41 8 13 1 1 15 36.6

合计 159 29 2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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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 可见随着 TNT 作业工龄的增加其 TNT白内障及观

察对象的检出率亦增加。 TNT白内障仅在作业工龄 12 年以上

者中检出。本文 TNT白内障检出率 15.1%。作业工龄 3 年 ～

的工人中就检出白内障的早期变化———TNT白内障观察对象。

本文观察对象 29人 , 检出率为 18.2%。

2.2　肝脏 B 超检查情况

采用进口东芝 SAL-32B 型超声诊断仪对 TNT 作业工人行

肝脏大小与质地等声像学检查 , 结果见表 2。

表 2　TNT作业工龄与脂肪沉积检出率

工龄
(年) 检查人数

肝脂肪沉积数
(人)

检出率
(%)

<3 12 0

3～ 25 1 4　

6～ 26 1 3.8

9～ 24 3 12.5

12～ 31 5 16.1

15～ 41 10 24.3

合计 159 20 12.6

　　表2可见,肝脂肪沉积的检出率随 TNT 作业工龄增加而增加。

作业工龄<3年组未能检出;本文肝脂肪沉积检出率为12.6%。

3　讨论

3.1　经技改后该化工厂 TNT生产车间各工序空气 TNT 粉尘浓

度在 12 年监测中均未超过 MAC。 本文 TNT 白内障检出率为

15.1%, 与国内报道的在空气中 TNT 浓度低于 1mg/m3 时 ,

TNT白内障检出率可达 8.0%～ 17.7%[ 2]的结果相符。

在我国 TNT 接触工人白内障的检出率是很高的 , 10 年以

上工龄可达 82%[2] ;诱发白内障需较长的接触工龄 , 一般为 2

～ 3 年;国外报道接触 3～ 4 个月即可观察到白内障的早期变

化[ 2] 。由于 TNT对皮肤污染严重 , 故而不能就此认为我国有

关 TNT车间空气 MAC 下能够防止白内障的发生。

3.2　已知 TNT可引起肝损伤 , 但目前尚缺乏简便易行的 TNT

中毒性损伤的特异性指标。有人建议用血清磷酸化酶α活性的

升高作为评价 TNT早期肝损伤的指标[3] 。本文 TNT作业工人

肝脏 B 超检查结果表明 , 在 MAC 以下剂量长期作用下 , 肝脂

肪浸润———肝脂肪沉积为 TNT 慢性中毒的主要表现形式。 因

此 , 我们认为肝脂肪沉积可考虑作为慢性 TNT中毒诊断的指

标之一。

3.3　目前 , 在职业条件下皮肤是 TNT 主要进入途径之一。

TNT为亲脂性 , 很容易经完整的人体皮肤渗透 , 且接触时间愈

长皮肤渗透量愈大;渗透量与时间高度相关[4] 。我们在该厂

TNT作业车间劳动卫生现场调查发现 , 作业工人有一般的防护

用品 (如棉纱口罩 、 手套等), 但未能坚持使用 , 尤其在夏季

天气炎热时 , 作业工人赤手露臂抓药 , 皮肤污染甚为严重。

在气温高 、 湿度大的环境下 , 工人暴露的皮肤面积增加 , 经

皮肤吸收更多。因此 , 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 , 我们认为评价

其生产环境除使用 TNT 的 MAC 外 , 还应有作业工人的皮肤

TNT剂量的监控指标 , 这样才能对职业病防治工作 、 劳动卫生

的监管有一量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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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涤纶面料所致加工工人职业危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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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某服装厂在用进口涤纶面料加工服装过程中 , 165

名工人出现头痛 、 头晕 、 咽痛 、 胸闷 、 憋气等症状 , 经现场

空气测定与甲醛有关。 37 名工人发生接触性皮肤过敏症状 ,

经现场空气测定和皮肤斑贴试验与进口涤纶面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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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服装厂使用进口涤纶面料加工服装 , 在加工过程中 ,

165名工人出现头痛 、 头晕 、 咽痛 、 胸闷 、 憋气等症状。 37 名

工人发生接触性皮肤过敏症状。 接报告后 , 即赴现场进行劳

动卫生学调查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调查结果

1.1　1993 年 9 月某服装厂加工防静电工作服 , 所用面料为进

口涤纶。加工的主要工序是导布 、 熨烫 、 剪裁 、 缝纫。

1.2　现场监测结果

在不同加工岗位测定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 , 其中导布加工

岗位丙烯腈浓度 158.70mg/m3 ,熨烫 86.25mg/m3 ,剪裁 81.65mg/

m3 。甲醛空气中的浓度分别是 3.6mg/m3 , 2.8mg/m3 , 0.08mg/

m3 。按《纺织材料学》纤维检验法 ,检验原料属涤纶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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