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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化纤厂二硫化碳作业工人视网膜微血管瘤进

行了调查 , 认为其作为慢性二硫化碳中毒的诊断指标值得商

榷 , 其意义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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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 《职业性慢性二硫化碳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中明确规定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作为诊断慢性二硫化碳中毒

的指标之一 。国内的综合资料显示 , 接触二硫化碳工人视网

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为 2.2%[ 1] 。本文对某化纤厂二硫化碳作

业工人 1995年健康体检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针对视网膜

微血管瘤在职业性慢性二硫化碳中毒诊断标准中的价值进行

探讨。

1　对象和方法

以某化纤厂接触二硫化碳作业工人为接触组 , 共1 672人 ,

男1 200人 , 女 472 人 , 平均年龄 32 岁 , 平均工龄 12.8 年。

1995年健康体检的同时 , 选同居住地的毛纺厂或机床厂车间

工人 453人作为对照组 , 男 274 人 , 女 179 人 , 平均年龄 36

岁 , 平均工龄 12 年。对照组不接触二硫化碳 , 也无明确化学

毒物接触史 , 排除了糖尿病患者。

统一眼底检查方法 , 检查对象任意眼检出视网膜微血管

瘤并被 2名眼科医师确认后为检出。为了进一步确认 , 对部分

检出者进行了眼底荧光造影并得到了证实。 从形态学上看 ,

主要分布于末梢血管处 , 散在 、 单发 , 不伴眼底其他明显病

变。该厂始建于 1960 年 , 1964 年正式投产 , 以棉短绒为主要

原料生产粘胶长丝 、 短丝。根据历年生产环境二硫化碳浓度

监测资料 , 车间空气二硫化碳浓度平均波动在 10mg/m3 左右 ,

个别岗位在一定时间内浓度较高 , 但一般低于 60mg/ m3 。

体检内容包括一般健康检查 , 血脂检测 (工龄 10 年以

上), 神经内科 、 视力 、 视野和眼底检查。眼底检查用复方托

品酰胺散瞳 , 苏州产 YZ-6B型强光源直接检眼镜检查眼底。

本文仅报道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调查结果。

2　结果

接触组和对照组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见表 1。

接触组检出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 48人 (男 32 人;女 16

表 1　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情况

检查人数
　 　　男　 　　　　　　女　　　　　　　　合计　　

检出人数 (检出率)
　　男(%)　 　　 　　女(%)　　　 　　合计(%)　　

接触组 1 200 472 1 672 32(2.7) 16(3.4) 48(2.9)

对照组 247 179 453 13(9.2) 3(3.1) 16(3.5)

表 2　不同车间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情况

车间 平均年龄 平均工龄
检查人数

　 　男 　　　　　女　　　　　合计　　
检出人数 (检出率)

　 男(%)　　　女(%)　　　合计(%)　

二硫化碳 38 18.4 46 0 46 1(2.2) 0 1(2.2)

短　　丝 32 14.4 139 49 188 6(4.3) 3(6.0) 9(4.9)

长　　丝 31 12.7 434 162 596 5(1.2) 3(1.8) 8(1.3)

原　　液 31 12.2 229 96 325 5(2.2) 2(2.1) 7(2.2)

动　　力 34 14.2 125 29 154 6(4.8) 2(6.9) 8(5.2)

酸　　站 30 11.8 57 10 67 2(3.5) 0 2(3.0)

玻 璃 纸 29 9.9 31 15 46 0 0 0

辅　　助 36 15.5 99 43 142 6(6.1) 3(7.0) 9(6.3)

其　　他 36 16.2 40 68 108 1(2.5) 3(4.4) 4(3.7)

　　收稿日期:1998-09-14;修回日期:20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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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平均年龄和工龄分别为 33 岁和 12 年。对照组检出眼底

视网膜微血管瘤 16 人 (男 13 人;女 3 人)。 1995 年二硫化碳

作业工人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 (2.9%)与同期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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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检出率 (3.5%)比较 , 反而较对照组检出率低。

为排除接触二硫化碳剂量较低或接触工龄较短观察对象

的稀释作用 , 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 分析 1995 年眼底普查结果。

按车间分组不同车间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见表

2。根据劳动卫生调查结果 , 长丝 、 短丝和原液车间二硫化碳

的接触剂量较大 , 动力和辅助车间接触剂量较小。从表2 可见

接触剂量较大的车间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并不高。

按工龄或年龄分组 , 不同工龄和年龄组接触组和对照组

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分别见表3 、 表 4。从表 3、 表 4

可见工龄较长或年龄较大的组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

较高 , 相同工龄或年龄组接触组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

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显著。

表 3　不同工龄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情况 (%)

工龄组别
观　　察　　组

　　检查人数　　　　 检出人数 　　　 检出率(%)　

对　　照　　组

　　检查人数　　　　检出人数 　　　 检出率(%)　

<10年 854 10 1.2 261 8 3.1

10～ 818 38 4.6 192 8 4.2

20～ 347 20 5.8 85 7 8.2

表 4　不同年龄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情况

年龄组别
观　　察　　组

　　检查人数　　　　 检出人数 　　　 检出率(%)　

对　　照　　组

　　检查人数　　　　检出人数 　　　 检出率(%)　

<35岁 1 063 15 1.4 247 5 2.0

35～ 609 33 5.4 206 11 5.3

40～ 372 22 6.2 149 9 6.0

3　讨论

1967年 , 日本学者后藤首次报道二硫化碳可引起作业工

人视网膜微血管瘤。此后 , Hotta 等发现南斯拉夫二硫化碳作

业工人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为 29.1%;1976 年 Sugimoto报

道日本视网膜微血管瘤的检出率为 30.8%[ 2] 。 但芬兰有报道

称没有发现接触组和对照组视网膜微血管瘤检出率存在差异 ,

日本和芬兰学者对芬兰二硫化碳作业工人的联合调查进一步

确认了这一结果[ 3] 。 1982 年 , 日本与中国上海学者共同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在中国上海的调查中发现观察组检出率为

5.1%, 对照组为 6.5%。再一次对视网膜微血管瘤在慢性二

硫化碳中毒中的诊断价值提出了疑问[ 4] 。此后视网膜微血管

瘤在慢性二硫化碳中毒诊断中的价值 , 在国内外众多学者中

一直存在着争议。国内除李凤鸣等报道的结果较高外[5] , 其

他调查检出率均在 4%以下。 我们通过 1995 年的追踪调查认

为 , 接触二硫化碳作业工人视网膜微血管瘤检出率在 2.9%左

右 , 低于对照组视网膜微血管瘤检出率 3.5%, 并且视网膜微

血管瘤可见于糖尿病性视网膜微血管病变 、 高血压性视网膜

病变等多种疾病和散见于正常人眼底 , 因此 , 视网膜微血管

瘤作为慢性二硫化碳中毒的诊断指标值得商榷。

从表2 可以看出 , 短丝车间与动力车间比较 , 平均年龄与

平均工龄相差不大 , 但接触浓度极低的动力车间检出率反较

接触浓度较高的短丝车间为高。 同时 , 我们把动力 、 辅助及

其他部门发现的检出者职业史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 均未发现

有岗位变动 , 即均未曾到过高浓度岗位工作。所以再次证明

视网膜微血管瘤作为慢性二硫化碳中毒的诊断指标的价值还

需要多角度 、 多方位深入细致的研究方可定论 。

由于慢性二硫化碳中毒与作业者接触的浓度 、 工龄 、 持

续吸入的时间呈正相关系 , 因而 , 我们的调查结果与其他报

道的差异是否由于劳动条件的不同所造成 , 尚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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