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杀者年龄段集中在青中年 , 此年龄段来自工作 、 生活 、

家庭 、 情感的不利因素最多;60岁以上年龄段群体多因不完

整家庭或疾病等影响易出现自杀倾向 [ 1];有研究表明自杀者

急性中毒以女性为多 , 与家庭情感纠纷 、 经济原因 、 女性情

感相对脆弱 、 生活压力等因素有关 [ 2] 。自杀者农村女性又多

于城市 , 农村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 、 受教育程度及开放程度

较低 , 在社会上处于相对弱势 , 社会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关

爱帮助及心理疏导。这关系到家庭的幸福 、 社会的安定和子

女的健康成长 , 应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城镇居民自杀者多

口服镇静催眠及精神类等药物 , 郊区农村居民多口服农药。

有毒气体中毒主要是 CO中毒 , 少数为废气中毒。 CO中

毒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 集中在每年 11月份至次年 2月份 , 以

家庭及群体中毒多见。主要因冬季生煤炉取暖或用燃气热水

器洗澡时通风不良所致 , 少数由吃烧烤空气不流通引起。

在急诊工作中我们体会到 , 对于中毒发病史不详者可能

会出现误诊及漏诊 , 延误诊断和治疗。因此对突然出现意识

不清 、 抽搐 、 呕吐 、 发绀 、 呼吸困难 、 休克而原因不明者 ,

要警惕中毒的可能性 , 需仔细询问发病时周围环境及有无剩

余药物毒物 , 有无异常气味 , 是否有诱因 , 平时患者健康状

况及情绪异常等情况 , 以获得诊断线索。对于有明确毒物接

触史者 , 要详细询问接触毒物的种类 、 途径及数量。同时注

意与低血糖昏迷 、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 高渗性昏迷 、 急性脑

血管病 、 肝性脑病等其他系统的危重症相鉴别。对于高度怀

疑中毒而毒物种类不明者 , 如有条件可将血液 、 呕吐及排泻

物送做毒物检验 , 以帮助诊断 。

综上所述 , 急性中毒属急诊科常见病之一 , 严重威胁患

者生命安全及家庭幸福。青中年属高危人群。提示急性中毒

应该是急诊医生专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 要求我们做好急

诊抢救工作的日常管理 , 合理安排技术力量 、 药品 、 器材 ,

重视提高急性中毒救治水平 [ 3] 。同时应加强农药 、 药品监管

及食品卫生 、 环境安全 , 提倡文明饮酒。关注弱势群体及注

重身心健康 , 提高全民素质 , 进一步发展经济 , 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 , 努力构建和谐家庭和和谐社会是预防中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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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基布洛芬生产作业工人的职业肿瘤调查
Investigationonoccupationaltumorinworkersexposedtoketopro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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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现场卫生学调查 、 问卷调查 、 临床检查与实

验室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对酮基布洛芬生产作业工人及对照

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 观察组精神压抑

增高及腹部 B超异常增高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未发现肺癌病例;相关肺癌及致癌实验室检测指标与

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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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基布洛芬 (KP)生产的主要原料为苯乙酮。其生产原

料有甲醛 、 氯化氢及甲醇等 , 在一定高温条件下可产生二氯

甲醚。某制药公司 KP生产车间作业人员自 1998年至 2005年

期间先后有 4人患肺癌。为了解 KP车间现有作业人员的健康

状况 , 早期发现肺癌患者 , 采取问卷与职业健康体检的方法 ,

对其进行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观察组选择该公司二分厂从事 KP生产工龄 1年以上的作

业工人共 112人 , 平均年龄 36.05 (19 ～ 54)岁 , 平均工龄

11 (1 ～ 32)年;选择不接触甲醛 、 盐酸等的同分厂四车间

113人作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 31.31 (19 ～ 48)岁 , 平均工龄

9 (1 ～ 29)年。

1.2　方法

1.2.1　现场调查　调查 KP车间生产工艺流程 , 了解生产流

程中可能产生二氯甲醚的工段及各生产班组人员分布情况。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模拟生产的中间体中定性检测检

出二氯甲醚。

1.2.2　问卷调查　制定统一的问卷调查表 , 包括个人一般情

况 、 职业史 、 吸烟史 、 饮酒史 、 饮食嗜好 、 情绪调节能力 、

肺部疾患既往史及家族肿瘤史等。

1.2.3　职业健康与实验室检查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

办法》 (附件 1)中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及周期所规定 , 除基本

检查项目内科常规检查 、 胸片 (正侧位)、 腹部 B超 、 肝功能

检查 、 血尿常规检查及心电图检查外 , 观察组及对照组加作

了与肿瘤相关的检查指标。 (1)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 (NEC)

(酶联免疫法), 该指标在肺癌血清学检查中 , 对小细胞肺癌

的阳性率及敏感性较高;(2)癌胚抗原 (CEA) (酶联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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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在肺腺癌中阳性率达 60% ～ 80%; (3)甲胎蛋白

(AFP) (酶联免疫法), 对其他肿瘤如肝癌较为敏感; (4)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检查 , 了解化学物对人体早期致突变作

用;(5)血钙 (化学法)、 血糖 (酶联免疫法), 其意义是肺

癌患者出现胸外表现或副癌综合征时可能出现低血糖及高钙血

症;(6)对胸片检查有异常改变者增加胸部 CT扫描检查。

1.2.4　诊断　依据职业性肿瘤诊断标准 (GBZ94— 2002)进

行职业性肿瘤诊断。

1.3　统计分析

相关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χ2检验。

2　结果

2.1　工艺流程与人员分布

KP生产主要工艺为氯甲化反应 、 苄基化反应及缩合反

应。主要工艺流程:氯甲化※水解※蒸馏※苄基化※水解※

蒸馏※缩合※水解脱羧※蒸馏※氧化※中和※结晶※成品。

氯甲化反应阶段使用原料主要有三氯化铝 、 三聚甲醛 、

三氯甲烷 、 苯乙酮 、 氯化氢 、 氯甲酮等 , 甲醛 、 盐酸及水蒸

气共存时可产生二氯甲醚 [ 1] 。本次受检者中 10名操作工人从

事该环节工作。先后出现的 4例肺癌患者均曾在该生产环节

从事生产作业。苄基化反应阶段接触的化学物主要有苯 、 三

氯化铝 、 苄酮等 , 共 11人从事该环节工作。缩合反应阶段接

触的化学物主要有异丙醇 、 甲醇钠 、 异丙醇钠 、 苄酮 、 氯异

酮 、 环乙烷 、 苄醛等 , 共 18人从事该环节工作。

2.2　问卷调查

如表 1所示 , KP生产工人初中学历人数多于对照组 , 高

中学历人数少于对照组 , 精神压抑明显增高 ,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中原有肺部疾患史高

于对照组及对照组中直系亲属肺癌史高于观察组 , 但两组间

除肺结核史有差异外 (P<0.05), 吸烟史及其他肺部疾病史 、

家族肿瘤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另外 , KP生产工

人的常见症状有神经衰弱 、 咳嗽 、 胸闷 ,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P>0.05)。

表 1　询问调查结果显著性比较

组别 人数 精神压抑 吸烟史 肺部疾患史 直系亲属肿瘤史 直系亲属肺癌史 神衰症状 咳嗽 咯血 胸闷

观察组 112 11.61■■ 36.61 8.04 6.25 0.89 10.71 2.68 0.89 2.68

对照组 113 4.42 28.32 2.65 7.08 5.31 10.62 1.77 0.88 3.54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2.3　X线胸片检查

检出肺门浓密或增大 6例 (对照组 2例)、 肺气肿 6例

(对照组 0例)、 陈旧性肺结核 5例 (对照组 1例), 肋膈角变

钝 1例 (对照组 0例), 除肺气肿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外

(P<0.05), 余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胸片肺门浓密或增大检出率相对较高 (5.36%), 肺门

浓密或增宽可见于肺门淋巴结肿大 、 肺部肿瘤或随年龄增大

所致 , 对观察组出现的肺门浓密或增大 5例及对照组 2例经

CT检查未见肺门占位性病变。

2.4　实验室检查

观察组及对照组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 、 癌胚抗原 、 甲胎

蛋白均未见异常。观察组血糖 、 血钙增高 (均为 10.71%)与

对照组血糖 、 血钙增高 (均为 11.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改变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2。

表 2　实验室检查异常结果比较

名　　称

观察组 对照组

受检

人数

检出

人数

检出

率(%)

受检

人数

检出

人数

检出

率(%)

χ2 值 P值

高血糖 112 12 10.71 113 13 11.5　 0.036 0.85

高血钙 112 12 10.71 113 13 11.5 0.036 0.85

总畸变率 1% 110 5 4.55 112 11 9.82 2.31 0.129

总畸变率 2% 110 2 1.82 112 5 4.46 1.273 0.256

染色体单体断裂 1个 110 6 5.45 112 11 9.82 1.497 0.221

染色体单体断裂 2个 110 2 1.82 112 5 4.46 1.273 0.256

畸变细胞率 1% 110 7 6.36 112 11 9.82 0.928 0.335

畸变细胞率 2% 110 1 0.91 112 5 4.46 2.631 0.105

2.5　心电图及腹部 B超检查结果比较

KP作业工人心电图异常检出率为 5.35%, 与对照组

(4.4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腹部 B超异

常检出率 16.96%, 与对照组总体异常检出 (7.08%)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主要为肝囊肿 、 胆结石 、 胆囊

炎 、 肾结石 , 其中肝囊肿检出率较高 (8.89%)。

3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观察组精神压抑及腹部 B超总异常率增高 ,

与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这可能与观察组平均年龄高

于对照组有一定关系 , 也不排除与观察组所在车间出现肺癌

病例造成的心理恐慌有关。

甲醛 、 盐酸及水蒸气共存时可产生二氯甲醚 [ 1] 。 KP生产

的第一环节同时存在甲醛 、 氯化氢等 , 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

生致癌物质二氯甲醚。该生产车间氯甲化反应的反应釜及加

料口位于整个生产流程的最高处 , 操作工人因随时进行加料

及压力等仪表的观察 , 产生的毒副产物二氯甲醚气体可能通

过加料口逸出 [ 2] , 在未配戴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可能吸入该有

害气体。二氯甲醚对皮肤 、 呼吸道黏膜和眼结膜有强烈的刺

激作用 , 其所致肺癌已被列入法定职业病名单。

本次通过肺癌相关指标调查 , 未发现阳性者 , 观察组与

对照组之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这可能与作业者接触二氯

甲醚的浓度 、 潜隐期和个体差异有关。

KP车间工人有长期二氯甲醚接触史。虽然 2006年及本次

职业健康检查中 , 未检出 KP车间生产作业工人新患肺癌病

例 , 但由于化学物致癌是一种长期效应 , 氯甲醚所致肺癌的

潜隐期一般在 4年以上 (含 4年), 有作者报告 2例二氯甲醚

所致肺癌其潜隐期达 43年 [ 3] , 建议对从事酮基布洛芬生产的

作业工人进行长期 、 系统的职业健康监护 , 特别是肺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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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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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蓄电池厂铅作业人员健康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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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检测某蓄电池厂工作场所空气中铅浓度 , 并对铅

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显示 , 绝大部分工作场所

空气中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354名铅作业人员具有

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症状和消化系统症状。提示企业必须采

取有效的职业病防治措施 , 预防控制铅中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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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蓄电池厂职工在铅作业时健康状况所受的影响 ,

加强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监督 , 进一步改善蓄电池厂作

业环境 , 2007年我们对该厂进行了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并对

354名铅作业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蓄电池厂铅作业工人 354人 , 其中男 266人 、 女

88人 , 年龄 17 ～ 57岁 , 平均 34.3岁。主要工种是涂片 、 包

片 、 烧焊 、 封胶 、 装配 , 铅作业工龄 0.5 ～ 9.3年。另选不接

触铅作业的人员 159人作为对照组 , 两组在年龄 、 性别 、 工

龄构成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工作场所铅烟 (尘)浓度测定　按 《工作场所空气

中有毒物质检测采样规范》 (GBZ159— 2004)的要求进行现

场布点采样 , 铅烟 (尘)浓度测定用国产 FCS-10型中流量粉

尘采样器采样 , 样品用微分电位溶出测定法分析。

1.2.2　职业健康检查内容　按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方法》的

规定对铅作业工人进行体检。 体检项目包括:询问职业史 、既

往史 、自觉症状 ,内科常规体检 ,血尿常规 , 肝功能 ,尿铅。

采作业人员空腹静脉血 2 ml, 使用迈瑞 BC-3000全自动血

细胞分析仪进行血红蛋白(Hb)测定;用广口聚乙烯塑料瓶收

集一次性晨尿样 100 ml, 使用 SOLAARMK2M6型号的仪器 , 用

原子吸收光谱石墨炉法(WS/T19— 1996)进行尿铅测定。

1.2.3　诊断标准　依据 《内科学 》 第 7版:成年男性 Hb<

120g/L, 成年女性 Hb<110g/L为贫血 [ 1];依照 《职业性慢

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GBZ37— 2002):观察对象尿铅≥ 0.07

mg/L, 轻度中毒尿铅≥0.12 mg/L。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5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 χ2检验。

2　结果

2.1　工作场所铅浓度

在涂片 、 烧焊 、 包片 、 封胶岗位分别采样 4、 6、 4、 6个

点 , 各岗位铅烟 (尘)浓度及超标情况见表 1。

表 1　某蓄电池厂工作场所中铅烟 (尘)浓度检测结果

工种 监测点数 浓度 (mg/m3)超标点数 超标率 (%)

涂片 (铅尘) 4 0.075 ～ 0.105 4 100

包片 (铅尘) 4 0.055 ～ 0.083 4 100

烧焊 (铅烟) 6 0.049 ～ 0.053 4 66.67

封胶 (铅烟) 6 0.034 ～ 0.062 2 33.33

　　注:国家标准铅尘PC-TWA0.05mg/m3 ,铅烟 PC-TWA0.03mg/m3。

2.2　职业健康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症状为头晕 、 头痛 、 乏力 、 睡眠障碍 、 记

忆力减退 、 食欲不振 、 腹胀 、 便秘 , 铅作业工人中 Hb降低

47人 (13.28%), 尿铅超标 69人 (19.49%), 与对照组比

较 , 上述症状及生物监测指标异常绝大多数有统计学意义 (P

<0.01或 P<0.05), 见表 2。

表 2　铅作业工人与对照组的主要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异常情况
铅作业组 (354人)对照组 (159人)

人数 % 人数 %
χ2 值 P值

头晕 79 22.32 18 11.32 8.65 <0.01
头痛 39 11.02 6 3.77 7.19 <0.01

乏力 72 20.34 17 10.69 7.12 <0.01

睡眠障碍 128 36.19 23 14.47 23.77 <0.01
记忆力减退 113 31.92 29 18.24 10.26 <0.01

食欲不振 91 25.71 26 16.35 5.45 <0.05
腹胀 68 19.21 16 10.06 6.70 <0.05

便秘 29 8.19 14 8.81 0.05 >0.05

血红蛋白降低 47 13.28 7 4.40 9.17 <0.01
尿铅超标 69 19.49 1 0.63 33.13 <0.01

2.3　接铅工龄对生物检测指标的影响

接铅工龄 4年 ～组尿铅超标率和血红蛋白降低率最高 ,

分别为 33.33%和 22.58%;其次是 2 年 ～ 组 , 分别为

21.65%和 16.49%, 与接铅工龄 <1年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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