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不同车间眼 、 鼻 、 咽喉疾患检出率比较

车间 例数
眼慢性炎症

例数 %

翼状胬肉

例数 %

慢性鼻炎

例数 %

慢性咽喉炎

例数 %

电气运行 206 16 7.77 10 4.85 24 11.65 34 16.50

锅炉运行 105 7 6.67 9 8.57 12 11.42 18 17.14

燃料运行 111 26 23.42＊ 20 18.02＊＊ 28 25.23＊＊ 26 23.42＊

检修电焊 82 21 25.61＊＊ 19 20.05＊＊ 10 12.20 21 25.61＊＊

其他　　 75 7 9.33 5 6.67 17 22.67＊ 9 12.00

对照组　 161 20 12.42 9 5.59 18 11.18 20 12.42

　　注:其他包括水处理 、 化验 、 热工仪表 、 高压测试等工种。

　　＊与对照组比 P<0.05;＊＊P<0.01。

3　讨论

工人普遍反映上班干净舒适。但在调查中发现燃料运行

的煤运工和检修电焊车间的工人眼 、 鼻 、 咽喉的自觉症状较

多 , 而分析结果亦显示了这两个车间的检出率较对照组差别

有显著性 (P<0.05 , P<0.01)。可能与这两车间的工人常接

触粉尘 、 电焊尘等有害因素有关。鼻 、 咽喉慢性疾患男性略

高于女性 , 可能与男性吸烟有关 , 建议作业工人不宜吸烟。

眼翼状胬肉的发病原因及机制还不十分清楚 , 但一般认

为翼状胬肉与炎症 、 灰尘 、 阳光等外界刺激有关[ 1] 。本次调

查结果表明翼状胬肉检出率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有随工

龄增加 而增 高的趋 势。 以 检修电 焊车 间检 出率 最高

(20.65%), 其次为燃料运行 (18.02%)。 建议上述工人佩戴

防护眼镜 , 以减少翼状胬肉发生。

在生产作业环境较好 、 现场有害因素低于国家卫生标准

的某火电厂 , 眼 、 鼻 、 咽喉的慢性炎症仍然是该厂常见病 、

多发病。建议进一步改善燃料车间煤运工人和检修电焊工人

的作业环境 , 加强个人防护和职业卫生宣传教育 , 提高工人

的自我保护意识 ,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 以减少职业性相关疾

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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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低浓度丙烯腈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 发现

工人在丙烯腈浓度为 0.02～ 1.76 mg/m3 环境下工作 , 尿硫氰

酸盐浓度显著增高 , 出现一些慢性刺激症状 , 说明低浓度丙

烯腈对作业工人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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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腈是无色易挥发液体 , 属于高毒类有机氰化物 , 是

合成腈纶纤维的单体 , 也是生产塑料 ABS 和丁腈橡胶的原料。

为探讨低浓度丙烯腈作业工人的健康状况 , 我们对某厂丙烯

腈作业工人进行调查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某厂丙烯腈作业工人40名 , 年龄 22 ～ 40 岁 , 平均

收稿日期:2001-10-25;修回日期:2002-05-09
作者简介:柴秀芳 (1949—), 女 , 副教授 , 主要从事劳动卫生毒

物研究。

29.4岁 , 专业工龄 3 ～ 4 年。 对照组为 40 名不接触丙烯腈作

业的后勤行政人员 , 年龄 21～ 46岁 , 平均 31.5 岁。两组人员

的年龄 、 性别 、 工作强度 、 生活水平及习惯具有可比性。

1.2　内容和方法　

生产工艺及作业环境调查。作业环境空气中丙烯腈浓度

的监测:气相色谱法 (美国 PE 公司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临

床体检:包括职业史 、 既往史 、 现病史 、 烟酒史及内科等检

查。实验室检查:红细胞 (RBC)、 血红蛋白 (Hb)、 白细胞

(WBC)、 白细胞分类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天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AST)、 白蛋白 (ALB)、 谷胱甘肽 (GSH);尿常

规 (临床常规内容)。尿硫氰酸盐的测定:采用吡啶对苯二胺

法[ 1] 。

2　结果

2.1　生产工艺及生产情况调查　

该厂以生产腈纶为主 , 腈纶分别以丙烯腈和醋酸乙烯为

第一 、 第二单体 , 并混入醋酸 、 二甲胺及亚硫酸氢钠 , 按一

定比例加到聚合釜中 , 通过一系列反应条件的控制发生聚合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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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只在聚合阶段能接触到丙烯腈。投产 3 年至今 , 该

车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如:安装机械通风设备 、 增设尾排 、

回收装置等。同时 , 主要操作岗位实现了自动化控制。个体

防护有工作服 、 工作帽 、 防毒面具 、 手套 , 车间设有休息室

及洗澡间等。

2.2　车间环境空气中丙烯腈浓度检测结果 (见表 1)

表 1　车间环境空气中丙烯腈浓度检测结果 (x±s) mg/ m3

采样地点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1～ 3月

D104A南 1米 0.26±0.212 6 0.17±0.165 8 0.02±0.013 4

D104A北 1米 0.17±0.118 9 0.06±0.022 2 0.003±0.002 6

D104B南 1米 0.21±0.178 5 0.19±0.164 0 0.02±0.013 6

D104B北 1米 0.22±0.189 7 0.06±0.037 1 0.03±0.042 4

D220北 1米 0.40±0.390 4 0.32±0.283 4 0.21±0.103 0

D213南 1米 0.35±0.297 1 0.46±0.303 4 0.24±0.193 9

F213北 1米 0.22±0.204 1 0.19±0.165 5 0.19±0.159 1

R201A北 1米 0.40±0.361 3 0.16±0.157 7 0.20±0.121 3

R201B北 1米 0.43±0.403 3 0.25±0.157 0 0.15±0.025 1

合计 0.30±0.096 4 0.20±0.136 5 0.12±0.102 2

　　我国车间内环境空气中丙烯腈最高容许浓度为 2 mg/ m3 ,

由表 1 可见 , 该车间环境空气中各岗位丙烯腈浓度均未见超

标。

2.3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症状检查结果比较 (见表 2)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症状检查结果比较

症状
观察组 (n=40)

例数 %

对照组 (n=40)

例数 %

恶心 23 57.5＊ 6 15.0

流泪 14 35.0 6 15.0

呛咳 14 35.0 6 15.0

咽痛 14 35.0 10 25.0

声音嘶哑 10 25.0 3 7.5

体重减轻 10 25.0＊ 0 0

食欲减退 7 17.5＊ 1 2.5

肝区不适 10 25.0 4 10.0

肝区疼痛 7 17.5 2 5.0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从表 2可见 , 观察组各项症状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 ,

其中恶心 、 体重减轻 、 食欲减退 3项差异具有显著性。

2.4　观察组与对照组尿硫氰酸盐浓度测定结果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尿硫氰酸盐浓度测定结果分别为 (0.032

±0.017 2)mmol/ L和 (0.023±0.016 8)mmol/L两组比较差异

有极显著性 (0.005<P<0.01)。

2.5　肝功能测定结果

经检测 , 丙烯腈作业人员的肝功能生化指标 AST、 TBiL、

ALT测定值均在正常值范围内 , 而 ALB 有 1 例低于正常值 ,

测定值为 32 g/ L , GSH 有 3 例低于正常值 , 测定值分别为

176.16 , 152.36 , 160.35 mg/ L。

3　讨论

该车间环境空气中丙烯腈的浓度为 0.020 ～ 1.76 mg/m3 , 未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表明工人长期处于低浓度环境中作业 , 而

且 ,这 3 年丙烯腈平均浓度逐渐降低 , 说明该车间采取的一系

列防护措施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献报道[ 2]在车间丙烯腈浓

度接近 2 mg/ m3条件下长期工作 ,可致结膜和角膜的刺激症状

和损害以及眼的调节机能减退。此次健康调查中 , 工人出现了

流泪 、呛咳 、声音嘶哑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 说明丙烯腈对眼睛

和呼吸系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与国内有关报道一致。

丙烯腈作业工人尿液中硫氰酸盐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

说明丙烯腈作业工人确实接触并吸收了丙烯腈 , 使尿中硫氰

酸盐浓度升高[ 4] 。但由于其排泄速度快 , 波动范围大 , 有干

扰因素 (如吸烟等), 故只能作为丙烯腈中毒的参考指标。

丙烯腈在人体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氧化途径代谢 , 影响

线粒体功能及生物氧化 , 产生对肝细胞毒性作用
[ 5]
。 线粒体

受到损害 , 导致肝损害[ 6] 。本次体检发现丙烯腈作业工人的

肝区不适和肝区疼痛的发生率有增高的趋势 , 但反映肝功能

的常规检测指标 AST、 ALT、 TBiL在本次体检中未发现异常 ,

与文献报道[ 7]不符。对于长期低浓度丙烯腈对工人健康的影

响特别是对肝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丙烯腈作业

工人恶心 、 食欲减退及体重减轻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 由于影响这 3 项指标改变的因素较多 , 尚难认定与

肝脏有关 , 但值得关注。

丙烯腈可以与谷胱甘肽结合 , 使体内原有的谷胱甘肽水

平下降。文献报道 , 接触高浓度的丙烯腈可致作业工人血中

谷胱甘肽水平下降[ 8] 。从我们本次检查结果可见 , 丙烯腈作

业工人有 3 例谷胱甘肽含量降低 , 由于本次体检例数较少 ,

因此谷胱甘肽含量的测定能否作为丙烯腈对健康危害的指标 ,

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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