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的生产。

劳动主管部门不仅应行使监督职能 , 敦促企业贯彻《职业

病防治法》 ,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 ,防护设备用品到位及常规

使用情况 , 还应加强引导和服务 , 限期淘汰严重危害劳动者健

康的落后技术 、工艺和材料 , 研发推广新技术和新工艺[ 4] ,引导

企业选购安全性能高的机械设备和合格的防护用品。

机械设备生产单位应增强设备的安全性 , 在诸如金属加

工设备等所有动力设备上安装防护装置 , 在容易产生碎屑的

设备上必须安装金属护罩以阻止碎屑飞溅。而防护用品生产

单位应提供既实用又舒适的防护用品 , 对工业性眼内异物而

言 , 个人最好的防护设备是戴防护眼镜。优质的防护眼镜应

不限制视野 , 能保持良好视力 , 坚固耐用 , 与颜面接触处无

刺激性 , 镜片无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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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作业人员晶状体混浊情况调查
Investigation on lens opacity in radiation exposed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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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584名放射作业人员晶状体混浊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 放射作业人员晶状体混浊情况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P<0.01);晶状体混浊的检出率随放射工龄的增长而增高;

职业性白内障的发生还与放射防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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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至今 , 我院对 584 名放射作业人员进行定期体检 ,

眼晶状体检查作为必查项目 , 由专门的眼科医师负责。现将

检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市584 名从事 X射线作业的工作人员 , 其中从事医用 X

线467 名 , 从事工业探伤 117 名;年龄 20～ 57 岁 , 平均 32.7

岁;放射工龄最短者 4个月 , 最长达 35 年 , 平均 11.6年。 对

照组为年龄 、 工龄与接触组相当 , 不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机

关工作人员 170名。

1.2　方法

对所有被检人员询问职业史和自觉症状;检查视力 、 色

觉后 , 用托比卡胺滴眼液散瞳 ,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晶状体 ,

眼底镜检查眼底。

2　判断标准

晶状体混浊已达到职业性白内障条件的按照 《职业性白

内障诊断标准》 (GBZ35—2002)。晶状体改变尚不够诊断为职

业性白内障 , 但确有异常表现者我们暂称之为 “放射性晶状

体损伤” , 按以下标准判定:(1)混浊点5 个以上但少于 10 个

(+), (2)混浊点 10 个以上 (++), (3)混浊点 5个以上且

有条状或片状混浊 (+++), (4)混浊点 5 个以上 , 有条状

或片状混浊同时伴有空泡 (++++)。已达到职业性白内障

标准 , 同时又存在 “放射性晶状体损伤” 中的一种或几种情

况 , 仅按职业性白内障记录;同时存在 “放射性晶状体损伤”

中几种情况 , 由重 (++++)到轻 (+), 按计高不计低的

原则仅记录一种情况。

3　结果

3.1　通过检查 , 放射作业组 584 人中检出职业性白内障 11

人 , 检出率 1.88%, 其中Ⅰ期 8 人 , Ⅱ期 2人 , Ⅲ期 1 人。

3.2　放射作业组除上述 11 例职业性白内障患者外 , 晶状体

混浊符合 “放射性晶状体损伤” 情况的人员数量明显高于对

照组 ,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见表 1。

表 1　放射作业组与对照组晶状体混浊情况比较

组别 眼数
+ ++ +++ ++++ 合计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放射作业组 1 168 368 31.51 205 17.55 87 7.45 22 1.88 682 58.39＊

对照组　　 340 70 20.59 38 11.18 14 4.12 3 0.88 125 36.76

　　与对照组比较 , ＊P<0.01

　　收稿日期:2005-05-18;修回日期:200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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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从事医用X 线和工业探伤人员晶状体混浊情况比较 , 医

用 X射线组混浊眼数检出率为 59.21%, 工业探伤组混浊眼数

检出率为 55.13%, 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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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晶状体混浊检出率与放射工龄相关 , 随放射工龄增长而 增高 (P<0.01)。见表 2。

表 2　晶状体混浊与放射工龄关系

工龄

(年)
眼数

+ ++ +++ ++++ 职业性白内障 合计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5 292 98 33.56 25 8.56 3 1.03 126 43.15

5～ 250 95 38.00 36 14.40 6 2.40 1 0.40 138 55.20

10～ 218 87 39.91 51 23.39 4 1.83 3 1.38 145 66.51

15～ 182 50 27.47 46 25.27 13 7.14 2 1.10 111 60.99

20～ 132 29 21.97 28 21.21 30 22.73 7 5.30 2 4.52 96 72.73

25～ 94 9 9.57 19 20.21 31 32.98 9 9.57 9 9.57 77 81.91

4　讨论

4.1　放射线造成晶状体混浊的机制 , 目前认识较一致的是自

由基损伤理论 , 放射线经过组织的电离作用产生自由基 , 损

伤晶状体生发区上皮细胞 , 引起上皮细胞的死亡或分化异常 ,

从而使晶状体纤维化 , 细胞的碎片 、 变性的细胞及不正常的

晶状体纤维等向后极囊下皮质游动 , 堆积在视轴区呈点状混

浊和空泡。上述理论通过动物实验已得到证实[ 1] 。

4.2　通过本次调查 , 584 名放射作业人员中诊断职业性白内

障的共 11人 , 检出率为 1.88%, 均为从事医用 X 射线人员 ,

放射工龄都在 20年以上。除 11 例职业性白内障患者外 , 其他

从事放射作业人员晶状体的混浊情况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P<

0.01), 检出率随放射工龄的增长而增高 , 并逐步向职业性白

内障进展。从事医用 X 射线和工业探伤人员晶状体混浊情况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4.3　放射作业人员在形成职业性白内障前 , 晶状体损害的程

度如何判定 , 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随着接触 X 射线时间的

增长 , 晶状体的变化与晶状体先天性异常或其他原因引起的

改变有着明显的区别 , 而诊断放射性白内障尚不够条件。 所

以 , 我们把这种由于放射线导致的晶状体改变称为 “ 放射性

晶状体损伤” , 与有的作者提出的在职业性白内障诊断标准中

增加 “观察对象” [ 2]的观点相似。

参考文献:

[ 1] 申尊茂 , 李子良 , 谢立信.眼科新编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 1991:537.

[ 2] 李刚森.建议放射性白内障诊断标准中增加 “观察对象” [ J] .眼

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 1997 , 19 (5):235.

　　收稿日期:2006-03-27;修回日期:2006-09-07

作者简介:杨雯 (1967—), 女 , 副主任医师 , 主要从事眼病的
诊治工作。

三硝基甲苯的眼部职业危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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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从事 TNT 作业的 138 名工人进行眼科检查 , 并

与对照组比较。结果发现 TNT 作业工人白内障 、 干眼症 、 结

膜炎 、 虹膜色素脱失患病率分别高于对照组。应加强防护 ,

减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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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硝基甲苯 (TNT)[ C6H2(NO2)3CH3] 是常用的一种炸药 ,

广泛应用于采矿 、 开凿隧道 、 水利工程等。三硝基甲苯可通

过呼吸道 、 消化道 、 无伤的皮肤被人体吸收引起中毒
[ 1]
。 一

般急性中毒少见 , 慢性中毒则以肝脏及造血器官的损害为主。

眼部中毒症状为晶状体混浊 , 引起白内障[ 2]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4年对某单位接触 TNT作业工人 138 人进行眼科检查 ,

其中男 132 人 , 女 6 人;年龄最大 58 岁 , 最小 21 岁 , 平均

38.6岁;工龄最短 6 个月 , 最长 37年 , 平均 16.4 年。对照组

为本单位非接触 TNT 的机关后勤人员 109 人 , 其中男 87 人 ,

女 22人;年龄最大 59 岁 , 最小 20 岁 , 平均 40.1岁。

1.2　方法

劳动卫生现场调查:包括各车间 TNT粉尘浓度检测 、 工

人每天工作时间及防护措施。眼部检查:双眼裸眼视力 、 矫

正视力 , 散瞳后裂隙灯检查结膜 、 角膜 、 虹膜 、 晶状体 、 玻

璃体 , 眼底镜检查眼底 , Schirmer实验。

1.3　诊断标准

根据GBZ45—2002 《职业性三硝基甲苯白内障诊断标准》 ,

Schirmer实验 , 5 min 滤纸条湿润长度少于 5 mm 为干眼症。

1.4　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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