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不同年龄组主要乳腺疾病患病情况比较 例 (%)

年龄组 实查人数
乳腺
增生症

乳腺纤
维腺瘤

副乳 乳腺癌

29岁以下 1 641
212
(12.92)

65
(3.96)

2
(0.12)

0
(0)

30～ 39岁 3 132
913
(29.15)＊＊

105
(3.35)

3
(0.09)

0
(0)

40～ 49岁 1 206
195
(16.17)

29
(2.40)

1
(0.08)

3
(0.25)

50岁以上 237
9
(3.80)

2

(0.84)＊＊
0
(0)

0
(0)

总计 6 216
1 329
(21.38)

201
(3.23)

6
(0.10)

3
(0.05)

　　注:与其他年龄组比较 , ＊＊P<0.01。

计 , 乳腺癌的发病率已从 1972年的 17/10万上升至 1993年的

37/10万 , 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

3.1　据报道 [ 1～ 5] , 乳腺癌高危人群主要为乳腺触诊发现肿块

及外形有改变者 , 乳腺有无规律的隐痛者 , 乳头有溢液或糜烂

者 , 母亲亲属有乳腺癌病史者 , 乳腺癌术后对侧乳腺或曾有乳

房良性肿块切除者 , 月经初潮小于 13岁及绝经大于 50岁者 ,

30岁以上生育第一胎或未婚未育者, 乳腺肥大触诊不满意者 ,

从未哺乳或很少哺乳者 , 腋下淋巴结或锁骨上淋巴结不明原因

肿大者。本次普查发现乳腺癌 3例 , 年龄在 40 ～ 50岁之间 , 均

无自觉症状, 临床分级为 T1N0M0 2例和 T1N1M0 1例 , 均进行

乳腺癌根治切除术和化疗, 至今健在, 并恢复工作。

3.2　本次调查结果乳腺增生症患病率为 21.38%, 发病高峰

在 30 ～ 40岁 , 该病的发生发展与卵巢内分泌状态密切相关。

3.3　乳腺纤维腺瘤好发年龄为 18 ～ 25岁 , 月经初潮前及绝

经后妇女少见 , 其详细发病机制不详。一般认为与以下因素

有关 , 性激素水平失衡 , 如雌激素水平相对或绝对升高 , 乳

腺局部组织对雌激素过度敏感;饮食因素 , 如高脂和高糖饮

食等;遗传倾向。 本次调查发现纤维腺瘤 201例 , 患病率

3.23%, 进行了肿物手术切除及组织切片病理学检查。

3.4　为降低乳腺疾病和乳腺癌的发病率并使乳腺癌能得到及

早诊断和治疗 , 保障广大妇女的健康 , 建议:(1)各级领导

及医疗保健单位对乳腺疾病都要引起重视 , 定期对所在区域

的高危妇女进行乳腺病普查和自我检查。 普查原则为:年龄

大于 20岁的女性 , 每月进行乳房自我检查 1次;年龄 20 ～ 40

岁的女性 , 每 3年接受医生检查 1次;年龄大于 40岁的女

性 , 每年接受医生检查 1次。 (2)加强宣传指导 , 提高广大

妇女对乳腺疾病的认识 , 特别是 40岁以上的妇女更要定期自

我检查或到医院检查 , 如发现乳房包块应及时就诊 , 以免延

误治疗。 (3)做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 , 提倡适时生育和母乳

喂养婴儿 , 以减少乳腺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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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石化公司乙苯装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分析
Detectionandanalysisonmainoccupationalhazardsofanethyl

benzenedeviceinapetrochemicalenterprise

李薇 , 裴秋明
LIWei, PEIQiu-ming

(沈阳市大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辽宁 沈阳　110042)

　　摘要:对某石化企业乙苯装置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 , 工人接触毒物的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

均不超标 , 工人接触噪声的 8h等效声级均在标准规定的卫生

限值以下。该装置应加强设备的密闭管理 , 增加监视系统代

替工人巡检 , 以防止中毒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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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石化公司乙苯装置是利用催化干气的乙烯与苯反应生

产乙苯的生产装置 , 其产品主要是乙苯。通过检测生产装置

作业环境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 可以为进一步探

索和完善检测方法 , 作好职业病危害因素治理 , 改善操作工

人劳动条件和保护工人身体健康提供依据。

1　内容与方法

1.1　基本情况

某石化公司石油二厂 6万 t/年乙苯装置的工艺过程由原料

处理 、 反应、 吸收 、 产品分离组成。其装置区 、 储罐区和机泵

区存在的职业危害主要为苯 、 甲苯 、 乙苯和噪声。

1.2　检测依据及方法

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 2004)进行采样 , 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

测定 芳香烃类化合物》 (GBZ/T160.42— 2004)检验。

1.3　仪器

1.3.1　采样仪器　苯 、 甲苯 、 乙苯采用溶剂解析型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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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使用 TMP1500定时采样仪进行现场采样。

1.3.2　检测仪器　HP6890气相色谱仪及氢焰离子化检测器。

检测条件:FFAP毛细管柱 , 柱长 30 m, 口径 0.32mm, 柱温

100℃, 进样口 190℃, 检测室 190℃, 载气 (N)流量 350

ml/min, 分流比 50∶1。噪声测量使用国产 AWA精密声级计。

2　结果

2.1　毒物检测结果 (见表 1、 2)

表 1　工作场所空气中毒物 STEL浓度 mg/m3

采样地点 毒物名称
STEL浓度

最低 最高
PC-STEL

装置区 苯　 <0.2 6.7 10

罐区　 苯　 3.2 3.8 10

装置区 甲苯 <0.2 4.0 100

罐区　 甲苯 <0.2 <0.2 100

装置区 乙苯 <0.3 8.4 150

罐区　 乙苯 6.1 6.2 150

表 2　工人接触毒物的 TWA浓度 mg/m3

岗位 毒物名称 TWA浓度 PC-TWA

司泵 苯　 0.3 6

反应 /精馏 苯　 0.8 6

司炉 苯　 <0.2 6

装车 苯　 0.3 6

司泵 甲苯 <0.2 50

司炉 甲苯 <0.2 50

反应 /精馏 甲苯 <0.2 50

装车 甲苯 <0.2 50

司泵 乙苯 0.8 100

反应 /精馏 乙苯 0.4 100

司炉 乙苯 <0.3 100

装车 乙苯 <0.3 100

2.2　噪声检测结果 (见表 3)

表 3　各岗位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岗位) LEX, 8h(dB) 卫生限值 [ dB(A)]

司泵 82.7 85

司炉 71.5 85

反应 /精馏 73.9 85

3　讨论

本次对于苯 、 甲苯 、 乙苯的检测方法在执行最新国家现

行的标准方法 (GBZ/T160.42— 2007)基础上进行了适当改

进 , 使方法的相关系数介于 0.9995 ～ 0.9999之间 , 样品在活

性炭管中稳定至少可保存 7 d, 而且方法重现性好。近年一些

报道 [ 1, 2]多是对苯 、 甲苯 、 二甲苯同时检测的报道 , 本次检测

条件可以对苯 、 甲苯 、 乙苯进行同时检测 , 既节省时间 , 又

节省样品。

由于石化行业本身具有装置框架式结构 , 自动化 、 密闭

化程度高 , 工人采用开放巡视式操作等特点 , 使得现场毒物

易于扩散 , 不易泄漏;故在装置正常生产情况下 , 工作场所

空气中毒物浓度易于控制。本次调查的各岗位的苯 、 甲苯 、

乙苯 STEL和 TWA均在职业接触限值以下。这与李刚等报道

的结果 [ 3]相一致。

从本次调查生产装置噪声检测结果可见 , 各岗位工人接

触噪声的 8 h等效连续 A声级均在职业接触限值以下。说明

采取的噪声控制措施有效 , 这与以往相关报道 [ 3]的检测结果

比较 , 具有较大改进。

虽然本次该乙苯生产装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 ,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 设备会不断的磨损

和老化 , 故建议企业加强生产设备的维修管理 , 防止跑冒滴

漏 , 对于危害关键点应设置监视镜头 , 代替人工巡视 , 并配

备毒物报警装置 , 可彻底避免工人直接接触毒物 , 防止急性

中毒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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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过氧化是化学物导致组织损伤的重要机制之一。

SOD可与自由基发生歧化反应 , 是自由基的清除剂 , 其活性

反映机体细胞清除自由基的能力;MDA是生物膜中不饱和脂

肪酸受到氧自由基攻击后 , 形成的一种脂质过氧化物 , 可以

反映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的强度 , 间接地显示细胞损伤的程度。

本课题的另一组研究数据表明 NP可致仔鼠肝脏和胎盘组织

MDA含量升高 , SOD活力显著降低 [ 6 , 7] , 与以往研究相似。

本组结果也显示 , NP200mg/kg组海马和垂体中 SOD活力降

低 , MDA含量升高 , 且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NP200

mg/kg组脑组织电镜下见线粒体肿胀呈空泡样变 , 染色质浓

缩成块状聚集 , 推测子代脑组织损伤可能与脂质过氧化损伤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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