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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10名接触低浓度氨作业人员和 180 名对照人

员进行慢性健康影响的调查。 结果显示接触组以眼结膜充血

及咳嗽 、 咽干 、 咽痛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P <

0.05)。接触组肺纹理增多 、 增粗及肺功能异常比对照组明显

增高。提示长期接触低浓度氨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主要是

呼吸道 , 尤以咽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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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条件改善和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增强 , 急性氨中

毒已不多见 , 而长期接触低浓度氨对人体慢性影响已受到关

注。本文主要探讨长期接触低浓度氨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冷冻厂压缩机车间工龄5年以上调试氨的

用量 、 仪表监视的制冷操作工 210 名为接触组 , 每周接触氨

20 ～ 25 h , 正常情况下 , 很少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 男性 130

名 , 女性 80 名 , 平均年龄 (35.8±7.3)岁 , 平均专业工龄

(16.1±7.2)年。选择同厂不接触氨工人 180 名作为对照组 ,

男性 115名 , 女性 65 名 , 平均年龄为 (36.5±8.0)岁 , 平均

专业工龄为 (15.6±7.1)年。两组间性别 、 人数 、 年龄及工

龄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 (P >0.05)。该车间 1995 ～

2000年定点定期采样资料显示 , 空气中氨最低浓度 25.33 mg/

m3 , 最高浓度 28.78 mg/ m3 , 空气中氨平均浓度为 26.31 mg/m3

(我国最高容许浓度 30 mg/m3)。

1.2　方法　按统一要求询问调查对象的职业史与临床症状 ,

并详细记录其年龄 、 工龄 、 吸烟情况和个人既往史等 , 排除

已确诊患有呼吸系统疾患 、 心脏病 、 甲亢 、 肾 、 肝疾病的工

人。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内科 、 眼科 、 五官科 , 胸片 , 白细

胞计数 、 尿常规 、 肝功能 (ALT)、 肾功能 、 EKG 、 肝脏 B 超

及肺功能检查。

2　结果和分析

2.1　症状和体征　从表1可见接触组流泪 、 咽干 、 咽痛 、 咳

嗽 、 恶心 、 结膜充血 、 咽部充血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

有显著性。

2.2　胸部 X线征象与肺功能　选择主诉症状有咳嗽 1项 , 拍

摄胸片。所见主要异常表现为肺纹理增多 、 增粗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接触组肺功能异常率尤以 FEV1.0/F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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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接触组与对照组症状和体征比较

症状体征
接触组(210例) 对照组(180例)

例数 % 例数 %
u值 P值

流泪 25 11.90 7 4.44 2.312 1 <0.05

眼痛 2 0.95 3 1.67 0.617 3 >0.05

咽干 26 12.38 11 6.11 2.169 5 <0.05

咽痛 45 21.43 19 10.56 2.984 5 <0.01

声音嘶哑 7 3.33 4 2.22 0.670 7 >0.05

咳嗽 32 15.24 15 8.33 2.143 4 <0.05

咯痰 8 3.81 5 2.78 0.571 3 >0.05

胸闷 35 16.69 18 10.00 1.957 1 >0.05

心悸 24 11.43 17 7.22 1.440 5 >0.05

头痛 15 7.14 6 3.33 1.713 2 >0.05

头晕 18 8.57 8 4.44 1.673 8 >0.05

恶心 21 10.00 8 4.44 2.157 2 <0.05

结膜充血 20 9.52 8 4.44 1.998 9 <0.05

咽部充血 52 24.76 23 12.78 3.086 7 <0.01

呼吸音粗 7 3.33 5 2.78 0.315 7 >0.05

低于80%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说明长期接触低浓度

氨对作业工人呼吸系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影响。

2.3　咽部检查　接触组慢性咽炎检出55例 , 检出率 26.19%;

对照组检出 23 例 , 检出率 12.78%;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0.01)。

2.4　实验室检查　接触组白细胞计数 、 尿常规 、 肾功能 、

EKG 等异常率虽高于对照组 , 但差异无显著性 , P>0.05。 而

接触组的肝功能 、 肝大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 说明较

长时间接触低浓度氨对肝脏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3　讨论

长期接触低浓度氨对作业工人的慢性影响是否存在 , 近

几年引起人们关注。有研究证实接触氨浓度 67.2 mg/m3 , 吸

入45 min , 鼻和喉有刺激以及眼灼痛感等 , 但脱离接触后 3

min可消失[ 1] 。本文调查显示 , 长期每天4～ 5 h在氨平均浓度

为26.31 mg/m3 的工作环境中 , 主要出现流泪 、 咽痛 、 咳嗽 、

胸闷 、 头疼 、 恶心的症状和体征 , 其中以流泪 、 咽痛发生明

显高于对照组 , 而且慢性咽炎 、 肝功能 、 肺功能异常也比对

照组高。长期接触低浓度氨的刺激性气体可引起上呼吸道损

害 、 慢性气管炎[ 2 , 3] , 本文结果有咳嗽症状 , 胸片异常改变较

对照组高。以上调查结果提示长期接触低浓度氨气对作业工

人健康的影响 , 主要为呼吸道作用尤以咽部影响最大 , 因此

做好个人防护 , 如戴口罩等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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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河南省电力行业粉尘危害监测和一线工人健康
体检的结果表明 , 粉尘超标率为 9.9%,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10%的样品为 22.8%, 锅炉工尘肺病发病率明显高于

燃料工 (P<0.001), 应重点加强该作业人群的健康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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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河南省电力行业粉尘危害现状 , 制订相应的防治

对策 , 对河南省十几家大 、 中型电厂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 ,

并对一线人员进行健康体检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998年 6 月～ 2001年 12 月 , 以河南省电力公司直属的电

厂为调查对象 , 按照 GB5748—86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方法》 规范要求 , 对车间空气中的粉尘浓度进行监测 , 分析

粉尘的分散度及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工人体检 , 详细询问职

业史 , 内科检查 , 拍胸片 , 行 B超 、 心电图 、 耳鼻喉科检查。

对尘肺病人作肺功能检查。尘肺诊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 《尘肺 X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GB5906—86 , 并参考

标准片 , 经省职业病诊断组诊断。

2　结果

该省电力行业工厂主要分布在大 、 中型企业和地市级企

业 , 经济类型以国有企业为主。

2.1　空气中粉尘监测结果　见表1。监测粉尘作业点 572 个 ,

3 432个样品 , 样品总合格率为 90.1%。电厂生产模式大致相

同 , 即包括输煤和锅炉运行两大系统。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10%的样品为 22.8%。输煤

系统的粉尘粒子分散度粒径<5 μm 为 57.0%, 锅炉运行的粉

尘粒子分散度粒径<5μm 为 75.3%。

表 1　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mg/m3

生产岗位 样品数 范　围 平均浓度 国家标准 超标样品数

输煤系统 2 574 0.80～ 33.33 5.45 10 296

锅炉运行 858 0.56～ 4.83 1.40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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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检结果

2.2.1　尘肺发病情况　在册人数为9 700人 , 受检人数1 256

人 , 受检率为12.9%, 检出观察对象 (0+)及尘肺患者共 164

人。检出率为 13.1%。其中 0+95 例 (7.6%), Ⅰ 期 60 例

(4.8%), Ⅱ期 9例 (0.7%)。

2.2.2　各工种发病情况　见表2。锅炉工尘肺患病率为

9.4%, 输煤工为 1.6%。经卡方检验 χ2=37.3 , P<0.001。

表 2　尘肺发病情况

工种
体检

人数
0+

异常率

(%)
Ⅰ期

异常率

(%)
Ⅱ期

异常率

(%)

输煤 625 25 4.0 9 1.4 1 0.2

锅炉 631 70 11.1 51 8.1 8 1.3

3　讨论

3.1　电力行业每天的用煤量约5 000吨 , 煤中含有大量煤矸

石 , 使煤中含粉量加大 , 增加了空气中漂浮尘。锅炉运行系

统是煤的燃烧过程 , 当其他物质被燃烧时 , 游离二氧化硅可

残留下来 , 所以飘尘中的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比较高。

3.2　锅炉工尘肺病发病率比输煤工高 , 原因是锅炉运行时粉

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较高。 受检工人中检出尘肺患病率为

5.5%, 平行于全国 5.5%的水平[ 1] 。 从尘肺诊断结果看 , 尘

肺病人均是在1991年以前诊断的 , 说明随着防尘措施和工作

环境改善 , 尘肺发病率下降。这与文献报道结果相同[ 2] 。

3.3　从调查情况看 , 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中所暴露出的问题

较严重 , 体检率仅为 12.9%, 约 87%的从业人员得不到健康

监护 , 必然导致相当数量的职业病患者不能被早期发现。

3.4　皮带运行过程的湿式作业是降低粉尘浓度的有效措施 ,

皮带头部和尾部安装密闭的通风除尘设备 , 可减少粉尘飞扬;

锅炉应注意维修 , 保证炉膛负压 , 防止锅炉粉尘外溢。同时

建立完善健康监护档案 , 定期进行健康监护工作 , 发现职业

禁忌证者则杜绝上岗 , 对职业病做到早发现 、 早诊断 、 早采

取措施 , 逐步减少尘肺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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