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主要临床表现

2.1　165位加工服装工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双眼流泪 、 眼结

膜充血 、 头痛 、 头晕 、 咽痛 、 胸闷 、 憋气等症状。

2.2　37名工人出现接触性皮肤过敏表现 , 有全身瘙痒 , 夜间

及工作时间加重 , 皮肤出现弥漫性的斑丘疹 、 红斑 、 风团 、

抓痕及色素沉着 , 个别病人表现为头皮和双眼水肿 , 暴露部

位较严重。对 8名病人进行了斑贴试验:方法在双前臂曲侧 ,

一侧应用进口面料 , 另一侧应用国产面料对照 ,国产面料为棉

制品和涤棉制品 ,观察 48 小时。在用进口涤纶面料一侧 2 小时

后皮肤出现痒及红斑 、丘疹。 8 例病人均为阳性反应。 20 天后

皮疹消退 ,留有色素沉着。国产面料一侧无一例阳性反应。

3　讨论

本次对进口涤纶面料进行现场调查测定 , 发现空气中游

离甲醛含量为 0.08 ～ 3.6mg/m3 。甲醛属刺激性气体 , 在服装

加工过程中 , 可引起加工工人上呼吸道及全身反应。 165 名加

工服装工人均有双眼流泪 , 眼结膜充血 、 头痛 、 头晕 、 咽痛 、

胸闷 、 憋气等症状。

空气中丙烯腈测定浓度为 81.65～ 158.70mg/m3[ 1] , 据有关

资料报道[2 ,3]丙烯腈可致接触性皮炎 , 表现为红斑 、 丘疹及脱

屑 , 愈后可残留色素沉着 , 接触丙烯腈纤维纺纱工人 , 由于

丙烯腈低聚物的机械刺激可引起皮肤刺激或皮疹。为查明接

触性皮炎的原因 , 对接触进口原料工人进行了皮肤斑贴试验 ,

结果均为阳性 , 不接触进口涤纶面料的其它车间工人不发病 ,

说明工人的过敏性皮肤损伤是进口涤纶引起的。今后 , 应监

督进口涤纶面料的问题 , 以确保工人身体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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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水泥厂的生料 、 熟料及成品等 10 个作业岗位

进行调查 , 结果有 50%的岗位粉尘作业危害程度为 Ⅲ级或Ⅳ

级 , 且确诊为水泥尘肺的病例有 73.33%的患者是在Ⅲ级和Ⅳ

级粉尘作业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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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水泥厂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和为加强接尘作

业的分级管理提供依据 , 我们于 1996年对我市某水泥厂粉尘

作业岗位作了危害程度分级调查。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以某水泥厂生料破碎 、 生料运输 、 熟料破碎 、 熟料运输

及包装等 10个粉尘作业岗位为对象;按照 《生产性粉尘作业

危害程度分级》 标准的要求 , 粉尘浓度测定采用滤膜法 , 每

个粉尘作业点每天上下午各测定一次 , 连续3 天;用焦磷酸重

量法测定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每个工种选 2 人进行每天主

要劳动和辅助劳动时的肺通气量测定 , 连续3 天。根据作业岗

位生产性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 、 粉尘浓度超标倍数 、 工人接

尘时间和肺总通气量的测定结果 , 确定其危害程度级别。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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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工种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结果见表 1。

表 1　水泥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工种
(岗位)

平均粉
尘浓度
mg/m3

游离 SiO2

含量% 超标倍数
肺总通气量
L/(日·人) 危害级别

生料破碎 25.78 4.33 　1.58 5 460 Ⅰ

粘土落料 4.75 15.23 1.38 5 400 Ⅰ

生料磨头 15.53 6.84 0.55 5 235 Ⅰ

窑　　面 7.13 8.72 0.19 5 600 Ⅰ

生料运输 85.48 8.42 7.55 5 300 Ⅱ

成　　球 110.53 7.74 10.05 5 230 Ⅲ

熟料运输 175.69 4.88 28.28 5 235 Ⅲ

熟料磨头 138.10 4.42 22.02 5 230 Ⅲ

包　　装 67.20 2.14 10.20 5 620 Ⅲ

熟料破碎 818.50 4.36 135.42 5 230 Ⅳ

　　由表 1 可见 , 该厂接尘作业危害程度 Ⅲ级和Ⅳ级的岗位

分别占 40.00%和 10.00%, Ⅰ 级和 Ⅱ级危害的岗位分别占

40.00%和 10.00%。 粉尘危害较严重的是熟料破碎 (超标

135.42 倍), 其次是成球 、 熟料运输 、 熟料磨头和包装几个岗

位。水泥生产性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虽然低 , 但长时间在粉

尘浓度较高的环境下作业 , 也可导致水泥尘肺。 据对该厂的

职业性体检发现 , 水泥尘肺患病率为 1.60%, 0+ (观察对象)

检出率 6.84%, 而且尘肺病例中有 73.33%的患者是在Ⅲ级和

Ⅳ级粉尘作业环境岗位的 , 接尘量越大尘肺患病率越高。 建

议厂方切实做好防尘工作 、 降低生产环境中粉尘浓度 , 消灭

Ⅲ级和Ⅳ级粉尘作业点 , 保护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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