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和五官科检查结果 , 可排除其他致损因素。接触噪声组平

均接噪工龄仅 4.7年 , 且多为引进无梭织机后新上岗工人 ,

可不考虑上岗前存在听力损害。噪声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 , 除了听力损害 , 还能引起神经 、 心血管 、 内分泌以及消

化系统的疾病 , 并对生殖功能有影响 [ 1] 。本次调查接噪组女

工血红蛋白减低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因接噪组女工年龄

多在 20 ～ 32岁 , 正值月经活跃期 , 是否为噪声所致月经不调

而出现贫血有待进一步调查。

综上所述 , 虽然无梭织机噪声声级略低于有梭织机 , 但

是 , 无梭织机噪声对接触者的健康影响尤其是听力损害不容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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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小煤窑矿工血压 、 血脂 、 血糖进行检测 , 同

时将其与体质指数 (BMI)的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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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小煤窑矿井下工人血压 、 血糖 、 血脂及 BMI情况 ,

我们对某矿区小煤窑矿工高血压 、 高血脂 、 高血糖相关疾病

进行了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某矿区私营小煤窑 85个 , 从业人员 2 122人 (男性), 捕

捉率 85.23%。包括井下工人 、 地面工作人员。

1.2　调查方法

对调查人群的性别 、 出生年月 、 文化程度 、 职业 、 井下

工作情况等进行统一问卷调查。测量血压 、 心率 、 身高 、 体

重;采集空腹血清标本 , 通过 Bayer165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集中测定血糖 、 血脂 (TG)。

1.3　评价指标

(1)超重肥胖的诊断标准:BMI<18.5为低体重 , 18.5

≤BMI<24为正常体重 , 24≤BMI<28为超重 , BMI≥28为肥

胖。 (2)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收缩压 (SBP)≥ 140 mmHg

或舒张压 (DBP)≥90 mmHg。 (2)高脂血症:空腹血清甘

油三脂 (TG)≥ 1.7 mmol/L; (4)高血糖:空腹血糖

(GLU)≥7 mmol/L。

2　结果

2.1　煤矿工人高血压 、 糖尿病 、 血脂异常 、 肥胖患病率

平均身高 (161.8±22)cm, 平均体重 (58.5±6.7)kg,

平均 BMI为 (22.4 ±2.2), 偏瘦 0.75%, 超重 17.27%, 肥

胖 2.16%;高血压 3.00%, 高血脂 22.99%, 糖尿病 3.00%。

2.2　不同年龄 BMI、 血脂 、 血压 、 血糖水平

将调查对象按年龄分为 15 ～ 29岁 、 30 ～ 39岁 、 40 ～ 49

岁 、 50 ～ 62岁组。随着年龄的增大调查对象 BMI、 血脂 、 血

压 、 血糖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 。各年龄组间进行方差分

析 , BMI:除 40 ～ 49岁组与 50 ～ 62岁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外 , 其余年龄组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SBP、

DBP、 GLU:15 ～ 29岁 、 30 ～ 39岁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5 ～ 29岁 、 30 ～ 39岁与 40 ～ 49岁 、 50 ～ 62岁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01);TG:15 ～ 29岁 、 30 ～ 39岁 、 40 ～ 49

岁组相互间及 40 ～ 49岁与 50 ～ 62岁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5 ～ 39岁与 50 ～ 62岁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2.3　不同工种 BMI、 血脂 、 血压 、 血糖水平 (见表 1)

表 1　不同工种 BMI、 血压 、 血脂 、 血糖水平 (x±s)

工种 n BMI SBP(mmHg) DBP(mmHg) TG(mmol/L) GLU(mmol/L)

掘煤工 1 849 22.42±2.26 105.97±11.54 70.22±8.64 1.44±1.51 4.80±1.13

维修工 179 22.58±2.21 103.60±10.89 69.07±8.52 1.54±2.03 4.81±0.90

管理　 94 22.53±1.71 104.45±11.60 70.15±9.31 1.81±0.84 5.01±0.73

F值 0.503 1 3.160 2 1.413 7 4.749 9 1.759 3

P值 0.604 7 0.031 3 0.243 5 0.008 7 0.172 4

2.4　不同 BMI与血脂 、 血压 、 血糖关系

检查结果显示 , GLU、SBP和 DBP随着 BMI的升高而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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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除 BMI<18.5组外也呈现同样的趋势。血压:正常体重组

和超重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偏瘦组与正常体重

组 、 超重组 、 肥胖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脂:

偏瘦组 、 正常体重 、 超重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肥胖组 TG明显比其它组高 96.3% ～ 196% (P<0.05);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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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不同 BMI组差异较小 , 无统计学意义。各组高血压 、 糖

尿病 、 血脂异常的患病率见表 2, 肥胖组的血压 、 糖尿病 、 血

脂异常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组。

表 2　不同 BMI水平与高血压 、 糖尿病 、 血脂异常的关系

BMI 人数

高血压

例数
患病率
(%)

高血脂

例数
患病率
(%)

高血糖

例数
患病率
(%)

<18.5 16 0 0.00 5 31.25 0 0.00

18.5≤BMI<24 1 692 45 2.66 329 19.44 52 3.07

24≤BMI<28 368 10 2.72 124 33.70 9 2.45

BMI≥28 46 9 19.57 29 63.04 3 6.52

χ2 值 44.387 7 78.228 9 2.896 8

P值 0.000 0 0.000 0 0.407 8

3　讨论

本次调查对象高甘油三酯患病率 22.95%、 肥胖和超重率

19.43%、 高血压患病率 3.02%、 糖尿病患病率 3.02%。 BMI、

血压 、 血糖 、 血脂水平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 尤其是 40岁后

增加幅度更大;同时 , 血压 、 血糖 、 血脂等相关指标不仅随

年龄变化 , 也随着 BMI的增加而改变 , 相互之间存在互变共

生关系。 BMI≥28, 其高血压 、 糖尿病 、 高血脂患病率是 BMI

值正常组的 2 ～ 7倍 , BMI与血压 、 血糖 、 血脂高度关联 , 超

重 、 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 , 井下掘煤工血压水平高于地面维护作业

和管理人员 , 而血脂 、 血糖 、 BMI则相反 。这可能由于是井下

工人劳动强度大 、 工作条件差 , 就业压力和家庭负担重 , 故

血压相对较高;而地面维护作业和管理人员生活较为富裕 、

劳动强度低 , 故血脂 、 血糖 、 BMI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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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6例慢性溶剂汽油中毒患者的中毒原因 、 临床

表现 、 治疗经过进行调查 、 分析 、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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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汽油在职业过程中主要经呼吸道吸收 , 也可经消化

道和皮肤吸收。溶剂汽油的急性中毒较多见 , 但慢性中毒报

道不多 , 现将发生于我省的 6例职业性慢性溶剂汽油中毒情

况报告如下。

1　事故经过

从 2006年 11月起青海省某公司机加车间对柱研磨组 6名

工人陆续出现四肢远端麻木 、 发热 、 无力 , 进行性加重 , 以

至无法正常行走 , 于 2006年 12月 28日来我院就诊 , 接诊医

生对患者作有关医学检查后 , 怀疑溶剂汽油中毒 , 于是组织

专业人员对现场及车间其他人员进行了相关医学检查 , 怀疑

职业性溶剂汽油中毒 , 一起收住院治疗。

2　作业环境卫生学调查

该公司因城市改造于 2005年 2月由市区迁入经济开发区 ,

迁入时未作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控制)评价。车间内无排

风机 , 至 2006年 10月因工作量加大 , 作业工人反映车间内气

味大 , 公司于 2006年 12月 25日安装一台排风机。

机加车间对柱研磨组共有内外 2间房屋 , 里面房间长 10

m、 宽 6m、 高 2.4 m, 东墙安装一台排风机 (12月 25日),

南墙有一 50cm×50 cm的窗口与计量室相通 , 北墙有门与外

屋相通 , 门上有一轴流式送风机 , 室内有一立式空调机保持

室内温度 21℃。外屋长 5m、 宽 10m、 高 2.4m, 无窗 , 南墙

有门与里屋相通 , 东墙有门与内孔研磨间相通 , 北墙有门与

走廊相通 , 室内有一局部排风系统用于硫磺的加热 (温度约

400℃)。

生产工艺:生产物件清洗※夹柱※灌硫磺※平 、 研磨※

第二次清洗※交计量室。 作业工人将溶剂汽油从桶中倒入敞

开的容器中用手拿棉花清洗物件 , 使用过的棉花每天清扫 2

次。调查时发现 , 沾有溶剂汽油的棉花随处可见 , 无固定存

放地点。

生产中使用的原 、辅料及使用量为:纯钢物件 10 000件 /d左

右 , 180号溶剂汽油 42 kg/d,每日回收汽油 16 kg、煤油 0.25 kg、

硫磺 0.25 ～ 0.75kg,每月回收人造金刚石研磨膏约 40ml。

作业工人日工作 7 h, 工作时不佩戴防毒口罩。现场连续

监测车间 3 d, 溶剂汽油浓度结果分别为 682、 3 948、 569

mg/m3 , 均超过国家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450mg/m3)。

3　临床资料

3.1　一般情况

机加车间对柱研磨组共有 13名作业工人 , 其中里屋 9

人 , 外屋 4人 , 均为男性 , 22 ～ 45岁 , 平均接触溶剂汽油时

间 1 ～ 20年。

3.2　临床表现

对 13名作业工人均进行了职业性健康检查 , 其中 6人主

诉四肢远端麻木 、 无力进行性加重伴乏力 , 以至无法正常行

走 , 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体检下肢肌力 5级 11人 、 4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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