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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直接接触煤焦油 、 染料等可引起黑变病 , 本文报

告的病例中有 1例间接接触染料者诊断为职业性黑变病。在

接触可致职业性黑变病危害因素的岗位 , 应加强职业健康监

护 , 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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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黑变病是指劳动或作业环境中存在的职业性有害

因素 (主要是煤焦油 、 石油及其分馏产品 , 橡胶添加剂 , 某

些颜料 、 染料及其中间体等)引起的慢性皮肤色素沉着性疾

病 [ 1] 。最近我院诊断 2例职业性黑变病 , 行业工种特殊 , 临

床特点明显 , 现报告分析如下 。

1　病例介绍

[例 1] 男 , 52岁 , 2004年 3月至 2007年 3月在某外资

企业任操作工 (砸甲手工)。该企业是一家生产武道服饰的企

业 , 使用的原料是用酸性深蓝 5R、 靛蓝 、 甲酸 、 牛角油和甲

酸钠等染料染过的鹿皮 、 牛皮和布料。 砸甲手工艺为手工操

作 , 即工人将甲手 (棒球手套)的护手部分套在铁制的模具

上 , 一手按住将其固定 , 另一手用铁锤反复敲击 , 使其形状

固定。在工作过程中 , 工人未佩戴防护手套等任何防护用品。

该患既往健康 , 接触染料作业 1年后 , 自觉面部瘙痒 , 出现

红疹 , 影响睡眠 , 按 “过敏” 治疗 , 未见好转。 皮肤逐渐出

现黑色斑片 , 且逐渐加重扩大 , 颈部及双上肢前臂皮肤变黑。

皮肤检查:面部 、 颈部皮肤黑褐色斑呈片状 , 污秽 、 无光泽 ,

双手及上肢皮肤黑褐色 , 无弹性。 皮肤病理检查:表皮基底

层色素增多 , 真皮浅层可见色素滴落及噬色素细胞 , 散在少

许炎细胞浸润。

[例 2] 男 , 47岁 , 1984年至 2007年在某石油化工企业

下属的化工建筑有限公司任瓦工 , 从事拆修沉降器装置内壁

耐火层的工作 ,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煤焦油沥青挥发物。

该企业的生产原料是石油原油。在沉降器装置内 , 雾状的原

油与粉末状的催化剂结合后升温至 500℃进行分馏 , 大部分催

化剂经沉降后回收再利用 , 部分催化剂和原油的结合物 (含

有煤焦油沥青成分)附着在沉降器内壁的耐火层上。 2007年

9月 , 评价检测人员对正在维修的沉降器内空气中的煤焦油沥

青挥发物进行了现场检测 。结果显示 , 工作场所空气中煤焦

油沥青挥发物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为 18.33 mg/m3 , 超过职业

接触限值 90.6倍 [ 2] 。该患既往健康 , 1年前发现皮肤外露部

位 (面部 、 颈部 、 双手背)出现明显黑斑 , 伴瘙痒 , 斑点逐

渐加重 , 融合成片。皮肤检查:面部 、 颈部 、 手背皮肤黑褐

色斑呈片状 , 污秽 、 无光泽 , 痒感明显。皮肤病理检查:表

皮基底层液化变性 , 真皮浅层明显的色素滴落 , 大部分为散

在的斑片状淋巴细胞浸润 , 小部分为淋巴细胞小带状浸润。

2　讨论

2例患者分别接触染料和煤焦油沥青挥发物 , 临床表现呈

渐进性慢性经过 , 呈现以暴露部位为主的皮肤色素沉着 , 伴

瘙痒及轻度全身乏力等症状。皮肤病理改变主要为表皮基底

层液化变性 、 色素增多 , 真皮浅层可见色素滴落及噬色素细

胞 , 伴炎细胞浸润 , 符合黑变病的病理改变 [ 3] 。根据职业性

黑变病诊断标准 (GBZ22— 2002), 2例职业接触史明确 , 染

料和煤焦油沥青挥发物是常见的致职业性黑变病的致病因素 ,

临床表现典型 , 病理检查符合黑变病改变 , 在排除其他色素

沉着性皮肤病和继发性色素沉着症后 , 经讨论诊断为职业性

黑变病。 [例 1] 在发生皮肤黑变之前 , 先表现为皮肤瘙痒 ,

有皮肤过敏的表现 , 如及时脱离接触染料作业 , 有可能避免

黑变病的发生。

关于黑变病的发病机制目前还不完全清楚 , 2例均无同工

种发病 , 说明除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外 , 发病可能与个体内

在因素差异有明显关系 [ 4] 。如果职业性危害因素不是常见的

化学物 , 或临床表现不典型 , 诊断职业性黑变病需要多方面

综合考虑。 [例 1] 提示除直接接触染料或颜料外 , 长期接触

被染料染过的物品 , 亦可能发生黑变病 , 既往未见有关报道。

2例均未进行过岗前 、 在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 故从事类

似工作的劳动者应当进行职业健康监护 , 以早期发现异常 ,

早期脱离职业病危害 , 从而减轻劳动者的伤害和用人单位的

负担。企业应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和配备有效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 , 以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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