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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焦油沥青工人职业性疣赘调查
Survey on occupational warts in tar exposed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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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接触焦油沥青工人的皮肤病调查结果显示 , 194

名受检工人中有 59名患有职业性疣赘 , 皮疹形态为泛发性扁

平疣样及寻常疣样损害 , 皮疹与工龄有一定关系 , 工龄愈长

发病率愈高 , 患病率随作业工龄的增长而上升。说明该作业

环境对操作工人的皮肤有较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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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沥青 、 煤焦油 、 页岩油及高沸点馏分的矿物油

等可引起表皮增生 , 形成角化性新生物 , 称为职业性疣赘 ,

本病为职业性皮肤病的一种临床类型[ 1] 。为了解其发病情况 ,

我们对接触焦油沥青工人进行了皮肤病调查 , 兹将临床资料

分析讨论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受检工人 194 名 , 男性 188 名 , 女性 6 名。年龄 21 ～ 60

岁 , 平均 35.8岁 , 其中 21 ～ 30 岁 69 名 (占 35.6%), 31～ 40

岁74 名 (占 38.1%), 41～ 50岁 26 名 (占13.4%), 51 ～ 60 岁

25 名 (占 12.9%)。焦化厂焦炉作业工人 148 名 , 作业工龄 1

～ 43 年 , 平均 10.9 年;炼铁厂碾泥作业工人 46名 , 作业工龄

4 ～ 35 年 , 平均 14.4 年。

1.2　接触情况

焦炉作业为露天作业 , 作业环境温度较高 , 尤其夏季生

产时工人常裸露面部 、 前臂 , 生产过程中接触的焦炉逸散物 、

焦炉荒煤气 、 煤焦油烟气极易污染皮肤。碾泥车间的每一种

泥料中均掺有不同数量的煤焦油 , 每一批炮泥均需加入煤焦

油 , 而焦油的加入量以及加入后的碾制情况都需压泥人员的

眼观手捏 , 在机旁监控。因工艺要求 , 焦油必须保持在 70 ～

90℃, 其挥发成分极易溢出 , 厂房内有很浓的焦油气味。

1.3　调查方法

对该厂的生产作业环境及各工种的操作方式进行调查 ,

按皮肤病统一登记表格的要求 , 询问职业接触史 、 既往史 、

家族史 、 诱发因素 , 详细记录皮肤病发病情况 、 发病部位及

皮损特征。依据 《职业性皮肤病诊断标准总则》[ 1]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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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临床表现

194 名受检工人中有 59 名 (男性 57 名 , 女性 2 名)工人

患有职业性疣赘 , 患病率为 30.4%。皮疹发生于与焦油沥青

经常接触的部位 , 如手背 、 手腕 、 面颊 、 小腿 、 膝部等处。

临床表现可呈扁平疣样或寻常疣样外观。扁平疣样损害为米

粒至黄豆大小隆起性丘疹 , 表面光滑 、 质硬 、 淡褐色或正常

肤色 , 圆形或椭圆形 , 边界清楚 , 皮损数目 10 余个至数十个

不等 , 无主观症状。 寻常疣样损害为黄豆大灰褐色角化性丘

疹 , 表面粗糙不平 , 触之较硬 , 一般无疼痛。由于本病无自

觉症状 , 一般患者无法说清其确切发病日期。

2.2　患病与工龄的关系

59名患者中 , 年龄30～ 56 岁 , 作业工龄 4 ～ 36 年。皮疹

与工龄有一定关系 (表 1), 工龄愈长发病率愈高 , 患病率随

作业工龄的增长而上升 , 说明该作业环境对操作工人的身体

健康有较大危害。

表 1　皮肤病患者的工龄分布

工龄 (年)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1～ 4 24 2 8.3

5～ 9 49 7 14.3

10～ 19 64 18 28.1

20～ 29 28 15 53.6

≥30 29 17 58.6

3　讨论

一般认为在碳氢化合物同系物中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其

毒性亦随之增加 , 低沸点的油类 (碳原子少)多半引起皮肤

浅层改变如皮炎等 , 沸点高的油类 (碳原子多)则常引起皮

肤深层改变如痤疮毛囊炎 、 疣赘和肿瘤等。 本组病例职业接

触史明确 , 皮疹形态为泛发性扁平疣样及寻常疣样损害 , 皮

疹发生在直接接触焦油沥青的部位 , 同工种中有同样发病者 ,

认为符合 《职业性皮肤病诊断标准总则》 中的诊断原则 , 应

诊断为职业性疣赘。

临床上习惯于将职业性疣赘分为 4 类 , 其中最常见者为

扁平疣样 、 寻常疣样损害 , 较少见者有乳头瘤及上皮癌。 职

业性疣赘的扁平疣样 、 寻常疣样损害与一般扁平疣及寻常疣

的鉴别为不因搔抓而呈线状扩展 , 减少或脱离接触致病物后 ,

有的可自行消退。乳头瘤则体积较大 , 且有增长的趋势 , 基

底深 , 侵入皮下 , 质较硬 , 表面有乳头状突起 , 亦可有皲裂

或感染 , 皮损中心形成不规则的溃疡 , 边缘有炎症现象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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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痛。这种损害被视为癌前期损害 , 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转变

为上皮癌。此时瘤体迅速增大 , 表面出现坏死 , 溃疡变深变

大。病理检查多为鳞状上皮癌。上皮癌多在长期 (15 年以上)

接触致癌性烃类化合物后发生 , 一般发生于 40 岁以上的工人。

本次调查未发现有乳头瘤及上皮癌样皮损 , 建议对长期接触

煤焦油 、 页岩油和石油产品的工人 , 必须建立定期体格检查

制度 , 如发现扁平疣样或寻常疣样损害 , 一般不需特殊治疗 ,

但需作好详细记录 , 每隔 3 ～ 6 个月复查一次。如发现疣体增

长迅速或有乳头瘤时 , 应及时切除并作病理切片检查 , 病人

须调离原工作 , 并继续观察数年。上皮癌患者应当及时进行

手术切除或作放射治疗 , 并调离原工作。

此外 , 职业性疣赘亦可发生于接触石棉的工人[ 2] 。石棉

是具有纤维结构的矿物性物质 , 在工业上被用于制造隔热绝

缘材料。工人在工作过程中 , 可因石棉纤维刺入皮肤而引起

米粒或赤豆大小 、 高出皮面 、 质硬 、 表面粗糙不平 、 类似寻

常疣样的赘生物 (石棉疣)。这类皮损好发于手指 、 手掌等部

位 , 有压痛 , 病程长 , 不易自愈。在接触玻璃纤维的工人中 ,

亦可因较粗的玻璃丝借助机械性作用刺伤皮肤 , 引起类似皮

损。

皮肤包绕着整个人体 , 总是最先接触各种生产性有害因

素 , 因而职业性皮肤病在职业病中占有较大比例。由于其涉

及面广 、 致病因素复杂 、 临床表现各异 , 多数皮疹与非职业

性皮肤病相似 , 因此容易漏诊 、 误诊。目前 , 职业性皮肤病

的发病率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3] 。 由于其常为接触者群体发

病 、 反复发病 , 严重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 因此足以引起

有关部门与职业病防治人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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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机噪声对工人听力影响的十年动态观察
A ten years follow-up study on the effect of noise on the hearing of test machin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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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噪声对作业工人听力影响的动态变化规律 ,

以新入厂并连续从事试机作业 10年的无耳病史的 95名工人为

观察对象。观察结果表明 , 听力损失以 Ⅰ级为主 , 听力损失

发生率与累积噪声暴露量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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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机是检验发动机是否合格的关键步骤 , 其间产生高强

度稳态性噪声 , 工人在试机房和控制台间来回眼观耳听 , 势

必影响听力。本文跟踪观察工人入厂后 10 年中听力的变化 ,

试图了解噪声对听力影响的动态变化规律 , 为保护工人健康

和噪声防治提供新的基础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柴油发动机公司 1994 年新入厂从事试机作业的 115

名男性工人为观察对象 , 中途因岗位调动等原因 , 至 2003 年

还从事试机作业的观察对象剩 95 名。通过问卷调查及就业前

体检 , 排除爆震接触史 、 听觉系统疾病史。所有工人在 10 年

观察期间均未使用耳塞 、 耳罩等个体防护用品。

1.2　噪声监测

收稿日期:2004-09-03;修回日期:2004-11-22
作者简介:陈正其 (1967—), 男 , 广西玉林人 , 主管医师 , 主要

从事职业卫生工作。

使用国产 ND-10 型精密声级计 (经省计量测试所校正),

每年 11 月份按 《工业企业噪声测量规范》 的要求 , 在操作台

和试机房分别设 1 个和 4个测量点 , 分别测定试机时 1 min 等

效连续 A声级 (LAeq), 每天测 3 次 (上 、 中 、 下午), 连续测

3 d , 分别计算均值 , 作为本年度噪声强度 , 同时记录工人每

工作日在不同强度下的接触时间 , 计算每位工人每年的累积

噪声暴露量 (CNE)[ 1] , 取均值作为每年度的累积噪声暴露量。

1.3　听力检查

每年 11 月份使用北京 AC9083诊断听力计 (经省计量测试

所零级校正), 于本底噪声小于 30 dB (A)的测听室内进行纯

音气导检查。要求检查者为经专门培训的固定的职业卫生医

师。被检查者脱离噪声环境 12 h以上 , 重复误差不超过 5 dB。

以 GBZ49—2002为听力损失诊断依据[ 2] 。

1.4　统计分析

所有调查数据输入计算机 , 建立数据库。 如研究对象的

双耳中有一只听力损失Ⅰ 级或以上即为听力损失 , 双耳级别

不同时以最高级别为准 , 以人为单位 , 计算每年的听力损失

发生率。用四格表卡方检验不同年度作业工人听力损失的发

生率差别 , 并用趋势卡方检验进行剂量-反应关系分析。所有

统计分析采用 SPSS11.0 统计分析软件在计算机上完成。

2　结果

2.1　噪声暴露情况

根据 1994～ 2003 年间各试机车间噪声检测原始记录 ,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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