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3.1　影响女性生殖生育机能的因素十分复杂 , 除了职业暴

露物理化学因素外 , 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 、 喝酒 、 饮用含咖

啡饮料 、 不合理营养 、 用药 、 过度娱乐 、 睡眠欠佳等 , 都可

能对其生殖生育机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 , 本研究对上述

因素都尽可能给予了充分考虑 , 力求做到两组均衡可比。

3.2　关于噪声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目前文献报道 , 认为噪

声可影响妊娠经过及结局 , 使妊娠合并症增多 , 自然流产 、

早产率增加[ 1 , 3 , 5] , 噪声组早产 、 难产 、 死胎 (产)、 先天畸

形 、 低体重儿等指标发生率有随暴露声级增加而增高的趋

势[ 5] 。本研究发现 , 噪声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在各生产车间中 , 以织布 、 细纱车间发生率最高 , 在

各年代中 , 以70年代 (该厂始建于 1969年 , 1970 年投产)发

生率最高 , 这可能与织布 、 细纱车间噪声危害级别高 (主要

以Ⅲ 、 Ⅳ级作业为主)和 70 年代生产设备落后 、 生产环境不

良使噪声危害级别处于较高级别有密切关系。 到 80 年代中后

期和90年代 , 由于不断更新设备 , 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和完善

作息制度 , 女工保健得到不断加强 , 因此随着年代的推移 ,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不断下降。

3.3　通过对噪声作业危害程度分级分析 , Ⅰ ～ Ⅳ级作业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高于 0 级作业 , 0 级作业略高于对照

组 , 但差异无显著性 , 在 Ⅰ ～ Ⅳ级作业比较中 , 以Ⅲ 、 Ⅳ级

作业明显高于Ⅰ 、 Ⅱ级作业 (见表 4)。在各项妊娠结局观察

指标中 , 自然流产 、 早产 、 过期产 、 死胎 (产)和低体重儿

的发生主要在 Ⅱ ～ Ⅳ级作业 , 尤以 Ⅲ ～ Ⅳ级作业较为突出;

而先天畸形则未显示出与噪声作业危害程度分级之间的关系

(见表 5)。

3.4　应用噪声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 能比较客观 、 有效地反

映出噪声对暴露者健康的影响 , 优于以单纯测定噪声强度为

判别指标 , 且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应用简单等特点 , 尤其适

用于纺织噪声等稳态噪声的研究。

3.5　建议对在噪声强度大于85 dB (A)环境作业的女工从妊

娠确诊起暂时调离接触噪声的工作岗位 , 此外 , 通过合理调

整工作作息制度 , 重视劳逸结合 , 减少噪声暴露时间 , 降低

劳动时间率来降低噪声作业危害程度级别 , 并加强对噪声作

业女工怀孕期健康监护 , 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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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鞋用胶水对皮肤的致敏情况。对该省境内

规模较大的 5 家制鞋企业的 8 份鞋用胶水样品进行皮肤过敏

试验。其结果表明各样品的皮肤致敏程度为弱致敏或轻致敏 ,

等级为Ⅰ级或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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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现在使用的鞋用胶水多为混合有机物 , 其对造血系

统 、 神经系统 、 呼吸系统等危害时有报道 , 但引起皮肤过敏

的报道较少。为了解我省鞋用胶水能否对皮肤造成过敏性损

害 , 我们于 1999 年对省内 5家较大型的制鞋厂使用的鞋用胶

水进行了皮肤致敏试验 , 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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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择规模较大的制鞋企业 5 家 , 共采集 8 份用量较大的

鞋用胶水样品 , 每份样品均进行成分定性分析和皮肤致敏试

验。

1.2　方法

1.2.1　成分定性分析　采用顶空气相色谱法进行测定。鞋

用胶水中的丁酮 、 汽油 、 醋酸乙酯 、 丙酮 、 甲苯等成分混存

时 , 利用该法可进行有效定性分离[ 1] 。

1.2.2　皮肤过敏试验　选用成年健康的全白色豚鼠 , 根据

尹松年等主编的 《工业化学品毒性鉴定规范及实验方法》 [ 2] ,

采用局部封闭敷贴法 , 即实验组 20 只白色豚鼠 , 对照组 10

只。(1)诱导接触:试前 24 h 动物左颈部脱毛。第 0、 7、 14

天分别将 0.4 ml新配制的受试物敷贴于左颈 2 cm×2 cm 的区

域 , 并用胶带封闭固定 6 h 后去除。 (2)激发接触:即第 28

天 , 将 0.4 ml受试物敷贴于动物右侧背部 2cm×2 cm 的脱毛

区 , 胶带封闭固定 6 h后去除 , 24 h 、 48 h 后分别去毛 , 观察

局部皮肤反应 , 评分。致敏率分级标准:当致敏率 (%)为 0

～ 8 时 , 评价等级为Ⅰ级 , 致敏程度为弱;当致敏率 (%)为

9 ～ 28 时 , 评价等级为Ⅱ级 , 致敏程度为轻度。 所谓致敏率即

为反应评分为 1或以上的动物数占该组动物总数的百分比。

1.2.3　评价样品致敏程度的依据　皮肤反应的程度按尹松

年等[ 2]提出的 “皮肤过敏试验” 中的 “皮肤反应评分” 的标

准进行评分 , 算出致敏率 , 再按 “皮肤过敏试验” 中的 “致

敏率分级标准” 评价样品的致敏程度。

2　结果

2.1　各样品易挥发有机成分定性分析结果

各样品的易挥发有机成分主要有丁酮 、 汽油 、 醋酸乙酯 、

丙酮 、 甲苯等。 在样品易挥发有机成分中含丁酮的样品有 6

份 , 占样品总数的 75%;含汽油的 5 份 , 占 62.5%;含醋酸

乙酯的 4 份 , 占 50%;含丙酮和甲苯的均为 3 份 , 各占

37.5%。详见表 1。

表 1　各样品中易挥发有机物的主要成分

样品名称 型号 主要成分

PU胶 270 丙酮 , 醋酸乙酯 , 丁酮

接枝胶 J9721 丙酮 , 醋酸乙酯 , 丁酮

药水糊 750H 汽油 , 甲苯 , 丁酮

无苯 PU胶 98NT 甲苯 , 丁酮

无苯 PU胶 KK-270 丙酮 , 汽油 , 丁酮

无苯接枝胶 KK-895 汽油 , 醋酸乙酯 , 丁酮

黄糊 245H 汽油 , 甲苯

PU糊 P9710 丙酮 , 醋酸乙酯 , 汽油

2.2　皮肤致敏试验结果

8 份样品的皮肤反应为无反应至明显红斑并融合 , 其致敏

程度为弱致敏至轻致敏。详见表 2。

表 2　各样品皮肤致敏试验结果

样品名称　　
1.0分以下
动物数
(只)

1.0分以
上动物数
(只)

致敏率
(%) 等级

致敏

程度

PU胶 (270) 18 2 10 Ⅱ级 轻度
接枝胶 (J9721) 20 0 0 Ⅰ级 弱
药水糊 (750H) 19 1 5 Ⅰ级 弱
无苯PU 胶 (98NT) 20 0 0 Ⅰ级 弱
无苯PU 胶 (KK-270) 20 0 0 Ⅰ级 弱
无苯接枝胶 (KK-895) 20 0 0 Ⅰ级 弱
黄糊 (245H) 20 0 0 Ⅰ级 弱
PU糊 (P9710) 20 0 0 Ⅰ级 弱

3　讨论

从 1999 年起全省推广使用无苯胶 , 鞋用胶水中的易挥发

有机成分将以丁酮 、汽油为主 , 同时也使用醋酸乙酯 、丙酮 、醋

酸甲酯等。据报道 ,汽油可致过敏性皮炎 、中毒性黑皮病 、皮肤

皲裂[ 3 ～ 5] ;孙勇涛等报道一女工接触丁酮和丙酮后发生过敏性

皮炎[ 6] ;另有报道 , 2 名工人在接触高浓度的丁酮蒸气后引起局

部皮炎[ 7];还有人报道 , 接触含甲苯化合物和其他有机物质可

引起暴露部位皮肤瘙痒[ 8] 。虽然本次实验结果仅有 1 份样品

为Ⅱ级致敏度 , 其他 7 份样品的皮肤致敏度均为Ⅰ 级 , 而Ⅰ 级

致敏度在实际使用下无致敏危险性[ 2] , 但是 , 由于动物与人之

间存在种属差异 ,故在对动物实验结果外推至人时应慎重 , 应

继续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样品中的 PU 胶(270)和接枝

胶(J9721)易挥发有机成分相同 ,均为丙酮 、醋酸乙酯 、丁酮 , 但

两者的致敏程度不同 , 可能与样品中这 3 种成分构成比不同有

关。由于各有机物对皮肤的致敏程度可能存在相互影响 ,导致

样品对皮肤的致敏程度存在差异。根据上述的文献报道 ,结合

本试验 , 我们认为鞋胶中的丁酮 、丙酮 、汽油可能是致敏物质 ,

当然 , 胶本身对皮肤是否存在致敏作用也有待确认。综上所

述 ,我省在推广使用无苯胶的同时尚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作业人员的个人防护 , 监督工人在操作时要带好防护

手套;(2)对接触人员定期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 过敏人员应及

时脱离接触并给予积极治疗;(3)对无苯胶中的各成分对皮肤

致敏作用的影响应进一步进行研究 ,筛选出使用较为安全卫生

的鞋用胶水 ,以便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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