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重 , 如一印刷厂2 台过油机甲醇浓度均严重超标 , 其中一台

超标达 49.5 倍;另一家鞋厂刷胶岗位苯浓度也超标 9.9 倍 ,

象这样严重超标的企业 , 应采用低毒代替高毒的原料 , 并在

过油机及刷胶岗位安装旁侧排风罩 , 降低作业场所毒物浓度。

涉外工业的有机溶剂发展很快 , 而且品种繁多 、 成分复

杂 , 出于商业机密 , 有些进口的化学品只有商品名称或代号 ,

而缺乏详尽的化学成分及毒性资料 , 如将苯及苯系物称 “天

那水” 、 正己烷称 “白电油” 等 , 使用者几乎不清楚其成分及

毒性 , 这不仅给检测人员判定毒物带来困难 , 也造成一旦发

生中毒事件 , 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因此 ,

向提供原料的厂家索要原料成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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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分析 1996 ～ 2004 年台州地区职业性慢性苯中

毒的发病情况及行业 、 地区分布 , 指出制鞋 、 工艺品行业是

苯中毒防治的重点 , 并提出具体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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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是苯职业危害严重的地区 , 涉苯企业4 000余家 , 其

中制鞋企业2 482家 , 工艺品企业 567 家。1996～ 2004 年全市共

发生慢性职业中毒 214 例 , 其中苯中毒 149 例。为有效预防 、

控制和消除苯的职业病危害 , 掌握慢性苯中毒发病特点 , 制

定防治措施 。现对 1996 ～ 2004 年台州市职业性慢性苯中毒发

病情况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1996～ 2004 年职业健康监护或医院门诊检查异常 , 上报并

经省 、 市两级职业病诊断组确诊的慢性苯中毒病例。

1.2　方法

对全市慢性苯中毒病例按时间 、 性别 、 年龄 、 行业 、 地

区等分布情况进行汇总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1996～ 2004 年全市共诊断慢性苯中毒 149例 , 其中男性 48

例 , 女性 101例。年龄 17 ～ 52岁 , 平均 30.7 岁 , 其中<35 岁

者125例 , 占总中毒例数的 83.90%。按毒工龄 2个月～ 10 年 ,

平均 2.04年 , 其中<3 年者 104 例 , 占 69.80%。患者属乡镇

企业 142例 , 占总数的 95.30%。现场卫生学调查发现 132 例

中毒患者的作业场所没有配置相应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

防护用品 , 车间布局不合理 , 如:制鞋企业的机头 、 钳帮与

苯污染严重的刷胶工种相混杂。车间空气苯浓度最低 4.05 mg/

m3 , 最高2 985.40 mg/m3 , 平均 835.56 mg/m3 。患者临床表现

除外周血象和骨髓象的改变外 , 出血倾向是一组突出症状 ,

如牙龈 、 鼻 、 胃肠 (黑便)、 肾 (红尿)、 眼 (视物模糊)出

血 , 体征上表现面色苍白 、 皮肤瘀斑瘀点等 , 女性则以月经

量增多为主。在出血症状未出现之前或其中 , 自诉头晕 、 头

痛 、 乏力 、 耳鸣 、 脚酸 、 睡眠不好 、 食欲减退等。

2.2　时间分布 (见表 1)

1996～ 2004 年台州每年均发生慢性苯中毒病例 , 位居前两

位的是 1998 和 2002 年。在中毒程度上以重度为主。

表 1　台州市1996～ 2004年慢性职业性苯中毒发病情况

年份 中毒例数
中毒分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1996 3 3

1997 4 4

1998 50 13 6 31

1999 23 3 5 15

2000 11 11

2001 4 1 1 2

2002 48 1 47

2003 4 4

2004 2 1 1

合计 149 17 14 118

2.3　行业分布 (见表 2)

表 2　台州市1996～ 2004年慢性职业性苯中毒行业分布

行业 病例
中毒分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构成比 (%)

制鞋　　 73 1 2 70 49.0

箱包文具 10 1 9 6.7

工艺品　 52 16 10 26 34.9

其他　　 14 1 13 9.4

合计 149 17 14 118 100

2.4　地区分布

全市 9 个县 (市 、 区)中 7个县 (市 、 区)发生慢性苯中

毒 , 位居前两位的是温岭和黄岩 , 中毒例数分别为 68 例

(45.6%)和 56例 (37.6%)。

3　讨论

3.1　台州职业病防治工作重点为乡镇的制鞋 、 工艺品等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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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企业 。上述企业对职业卫生工作不够重视 , 为节省开

支不配套引进卫生和防护方面的设备 , 即使引进也不能正常

运行 , 或达不到排毒效果。长期在该环境下工作的劳动者对

工作岗位的职业病危害知晓率低 , 个人自我防护差 , 致使慢

性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3.2　台州的苯职业危害防治道路曲折。 1993 年因温州发生慢

性苯中毒事件 , 引起各级重视 , 苯危害得到了一定遏制。1994

～ 1996 年台州制鞋业 、 工艺品业 、 家具业飞速发展 , 但业主

职业病防治意识差 , 无相应法律制约体系 , 苯危害逐步抬头 ,

遂致 1998年重大苯中毒事件发生。 2000 年由于卫生监督体系

改革 , 劳动卫生专业人员相继分流 , 职业卫生监督 、 监测和

健康监护等工作存在空档 , 致使 2002年又发生慢性苯中毒事

件。当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着卫生部门与安全生产部门的

职能调整 , 很多监督人员存在退缩和等待心理 , 职业病防治

工作又面临隐患。

3.3　慢性苯中毒的地区分布主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有关 , 如

温岭以制鞋业为主 , 黄岩则以工艺品为主 , 提示在日常监督

中应实行分级监督 , 抓重点职业危害行业。

本次调查发现的101 例女性患者平均年龄为28岁 , 而此阶段

的女性多数处在生育高峰和哺乳期, 这与王志勇 、 刘华莲等的调

查结论一致[ 1 ,2] 。因此应重点加强女性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护。

3.4　慢性重度苯中毒病例远较中度 、 较度者多 , 除与作业场

所缺乏防护设施 、 苯污染严重 、 工作时间长等因素有关外 ,

还与多数患者为外地民工 , 防护意识差有关。出现苯中毒早

期症状时未及时就诊 , 延误了诊断和治疗 , 往往在就诊或要

求诊断时症状已较严重。

3.5　慢性苯中毒后果虽是严重的 , 但完全可以预防。 建议:

(1)切实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做好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控

制效果评价;(2)研制和推广不含苯的化学物 , 如用汽油 、 甲

苯 、 醋酸乙酯等作为有机溶剂 , 从根本上杜绝苯中毒的发生;

(3)改造车间布局 , 相对封闭苯污染严重的车间 , 合理配置

通风排毒设施;(4)积极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 , 加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上岗前及上岗期间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

重点对象为工龄<3 年或有出血倾向症状的作业工人;(5)加

大职业卫生监督力度 ,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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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回顾性调查探讨厂矿企业职工接触职业有害

因素与某些生活习惯对老年病的影响。调查组不仅 9 种老年

病的分布不同于对照组 , 而且在有不良生活习惯者中某些老

年病的患病率更高。 在排除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后 , 仍以高

血压 、 胃病 、 气管病 、 骨关节病等的患病率为高。提示厂矿

企业职工接触职业病有害因素不仅可诱发或加重老年病 , 而

且与生活习惯有联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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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研究厂矿企业老年人群退休时的老年病与其工

作及生活习惯的关系 , 根据当前老年人群中常见的老年病种

类[ 1 , 2] , 及其厂矿企业噪声 、 高温 、 粉尘 、 化学毒物等的危害

特点[ 3] , 对几类厂矿企业进行了调查 , 以非企业人群作为对

照 , 对 9 种老年病的患病情况进行了比较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建厂 30 年以上的 5 类企业职工作为调查组 , 分析时以

>45岁 、 工种较单一 、 未换工作单位 、 调查资料较完整的冶

炼厂长期接触高温 、 噪声者 502 人 , 水泥厂长期接触噪声与水

泥尘者 322 人 , 机械加工与维修厂以钳工 、 车工 、 锻工 (主要

接触噪声者)207 人 , 化工厂排除各辅助车间工人以接触噪声

和氨气者 282 人 , 矿山井下工 228 人为调查组 , 共1 541人 , 其

中男1 007人 、 女 534 人。以某农业技术研究与教学人群 , 并

按照调查组同样条件所选的 478 人为对照组 , 其中男 213 人 、

女 265 人。

1.2　内容

收集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 , 包括性别 、 年龄 、 学历 、

工种 、 开始工作时间 、 退休时间 、 工龄等 , 个人爱好 , 吸烟 、

饮酒 、 身体锻炼等情况 , 退休时与目前所患 9 种疾病:气管病

(包括气管炎 、 哮喘)、 心脏病 、 高血压 、 胃病 (胃炎 、 胃溃

疡 、 十二指肠溃疡)、 糖尿病 、 高血脂 、 骨关节病 (颈 、 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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