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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可灌注骨水泥椎弓根螺钉联合普通椎弓根螺钉
撑开复位治疗胸腰椎椎体爆裂骨折

牛暋通

棬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棳山东 济宁棽椃棽棸棻棻棭棭

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利用椎弓根螺钉短节段撑开复位联合伤椎新型可灌注骨水泥螺钉灌注骨水泥治疗胸

腰椎椎体爆裂骨折的疗效暎方法暋选择棾棽例采用椎弓根螺钉短节段撑开复位联合伤椎新型可灌注骨水泥螺钉

灌注骨水泥治疗的胸腰椎椎体爆裂骨折患者椈平均随访棬棻棻灡棸暲棻灡 棭个月椈评估手术前后椎体缘压缩比暍椎管侵

占率暍斆旓斺斺角暍视觉疼痛评分及 斚旙旝斿旙旚旘旟功能障碍评分等指标暎结果暋平均手术时间棬棻棽棸暲棻棸棭旐旈旑棳术中出

血量平均棬棾棸暲棻棸棭旐旍暎与术前相比棳术后椎体缘压缩比暍椎管侵占率暍斆旓斺斺角度暍视觉疼痛评分及 斚旙旝斿旙旚旘旟功

能障碍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棳且随访中各项指标无显著性改变棳末次随访时棳影像学复查无螺钉

松动暍内固定物断裂发生暎结论暋椎弓根螺钉短节段撑开复位联合伤椎新型可灌注骨水泥螺钉灌注骨水泥能够

有效治疗胸腰椎椎体爆裂骨折暎
关键词暋骨水泥椎弓根螺钉椈普通椎弓根螺钉椈椎体爆裂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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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胸腰椎骨折的手术治疗现多采用后路短节段

经椎弓根复位固定术棳手术初期骨折高度能够很好

地维持棳但取出内固定物后容易出现骨折复位高度

丢失暍后凸畸形及迟发性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棳
内固定失败率较高暎有些学者在透视下经伤椎椎

弓根建立骨水泥通道并行骨水泥灌注棳能够使骨折

椎体很好复位棳增加了椎体的坚固性棳增强了术后

脊柱的稳定性暎在建立骨水泥通道过程中可能引

起椎弓根壁的破裂棳骨水泥灌注过程中发生泄漏棳
骨水泥可进入椎间盘暍椎间孔及椎管内造成神经根

及脊髓的热伤和压迫伤棳产生相应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暎而骨水泥进入椎体静脉窦可能会发生肺栓塞

这一严重并发症暎本文采用胸腰椎后路撑开复位

骨折椎体棳伤椎植入新型可灌注椎弓根螺钉棳通过

新型可灌注椎弓根螺钉行伤椎骨水泥灌注棳有效解

决了骨折椎体后期高度丢失棳避免了骨水泥泄露暍
脊髓神经根热伤暍压迫伤等问题暎现报道如下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一般资料

本组男棽棻例棳女棻棻例椈年龄棾棸暙 岁棳平均

棾椆灡 岁暎高处坠落伤棻 例棳车祸伤椄例棳压砸伤椆
例暎损伤节段椇斣棻棸椂例棳斕棻棻棿例棳斕棽椂例棳斕棿棾例棳
斕 棾例暎骨折按 斖斻斄旀斿斿分类棳栺型棻棸例棳栻型椄

例棳栿型棻棿例暎按 斄斢斏斄 分级棳斄 级棽 例棳斅级棾
例棳斆级椆例棳斈 级椄例棳斉级棻棸例暎全部病例测

量手术前后以伤椎为中心的脊柱功能单位棬包括伤

椎上下位椎间盘棭的前后缘压缩比棳脊柱后凸的

斆旓斺斺角棳伤椎椎管前后径棬取其上缘 窄处棭暎手

术时间为伤后棸暙椃斾棳平均棿灡 斾暎
棻灡棽暋手术方法

麻醉方法为全麻棳体位为俯卧位棳术前透视标

记切开长度棳取后正中切口棳显露棘突暍椎板及上下

小关节突暎将骨折椎体及上下各一个椎体的椎弓

根定位并攻丝棳骨折上下椎体植入共棿枚普通椎弓

根钉棳伤椎植入棽枚新型可灌注骨水泥螺钉暎伤椎

上下椎体椎弓根螺钉长度应达到侧位透视下椎体

的椄棸棩棳伤椎植入的新型可灌注骨水泥螺钉达到

伤椎椎体中部即可暎此时先不要撑开棳先行后路减

压棳再上椎弓根钉系统连接棒棳两侧撑开复位骨折

椎体棳术中透视观察伤椎复位情况棳椎管前壁如有

局限性突出物棳稍牵拉开硬膜囊棳用暟斕暠型打入器

将其轻轻复位暎调适量骨水泥棳通过可灌注椎弓根

螺钉先注入骨水泥约棽旐旍棳此时注入的骨水泥应处

于拔丝后期棳通过 斆型臂密切观察骨水泥的灌注

情况棳等待 旐旈旑让骨水泥变硬暎此时上同侧连接

棒并取下对侧连接棒棳通过对侧新型可灌注骨水泥

椎弓根螺钉注入骨水泥棽暙棾旐旍棳可见骨水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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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中空和侧孔处弥散出螺钉棳骨水泥包绕新型椎

弓根螺钉呈现特有的面条团块状等骨水泥基本凝

固后棳上连接棒及横梁棳常规放置引流管棳关闭切

口暎术后棽斾拔除引流管棳棻棽斾拆线后在胸围或腰

围保护下即可下地活动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斢斝斢斢棻棽灡棸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棳所有计量资料以 暲 表示棳手术前后数据差

异比较应用配对 检验棳以 椉棸灡棸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本组随访椂暙棻椂个月棳平均棻棻个月暎所有患

者切口均甲级愈合暎术后棽周复查 斆斣 片可见骨

水泥沿可灌注椎弓根螺钉周围弥散良好棳双侧团块

相互连接棳占据椎体中部棳对椎体起到良好的支撑

作用棳无骨水泥渗漏棳无明显骨水泥毒性反应棳无肺

栓塞暍感染发生暎术前暍术后棽周暍术后棻棽个月脊

柱功能单位前后缘压缩比暍椎管侵占率暍斆旓斺斺角观

察指标比较棬见表棻棭暎术前与术后棽周暍术后棻棽
个月各样本均数之间两两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棬 椉棸灡棸 棭暎视 觉 疼 痛 评 分 棬旜旈旙旛斸旍斸旑斸旍旓旂旛斿
旙斻斸旍斿棳斨斄斢棭及 斚旙旝斿旙旚旘旟功能障碍评分棬斚旙旝斿旙旚旘旟
斾旈旙斸斺旈旍旈旚旟斏旑斾斿旞棳斚斈斏棭比较棬见表棽棭棳术前与术后棽
周暍术后椂个月及末次随访各样本均数之间两两比

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暎术后长期随访

无断钉暍断棒暍螺钉松动暍脱出棳无椎体再压缩棳腰

背痛无或轻微棳对生活无影响暎

表棻暋 手术前后测量指标比较棬 暲 棭
时间

脊柱功能单位前后

缘压缩比棬棩棭 椎管侵占率棬棩棭 斆旓斺斺角棬曘棭
术前 椂棻灡棻棻暲椂灡椆 棾椄灡椆棻暲棾灡椂椄 棽棻灡棻暲棾灡棿

术后棽周 椃灡椂椄暲棽灡棸棾灣 灡棾椆暲棻灡棸椂灣 椂灡棿棾暲棻灡棻灣

术后椂月 灡棽椄暲棻灡椄棽灣 棿灡棾椃暲棽灡椃灣 灡椂 暲棽灡棻椂灣

暋暋注椇灣表示与术前比较棳 椉棸灡棸

表棽暋治疗前后 斨斄斢评分及 斚斈斏评分比较棬 暲 棭
时间 斨斄斢评分 斚斈斏棬棩棭
术前 椄灡椃椆暲棻灡椆棽 椄棿灡椄 暲椂灡棽棿

术后棽周 灡棸椂暲棻灡椂椆棧 棿棻灡棻棾暲棿灡棸椃棧

术后椂月 棿灡椆棻暲棸灡椄棿棧 棾椃灡椄棾暲棾灡棽椆棧

末次随访 棿灡棽暲棻灡棻棽棧 棾椆灡椄棾暲棽灡椃棧

暋暋注椇棧表示与术前比较棳 椉棸灡棸

棾暋讨论

目前棳后路复位暍减压暍植骨暍椎弓根钉系统内

固定为治疗胸腰椎骨折的 常用治疗方法椲棻椵暎但

后期复位的丢失和迟发性后凸畸形等并发症发生

率高达棽棻棩暎易出现椎体抗压稳定性差棳远期椎

体高度丢失棳斆旓斺斺 角增大棳椎管容积减少 等现

象椲棽椵棳有的骨折不愈合出现假关节可导致断钉暍断
棒的情况棳严重者甚至还出现新的神经损害或原有

神经损害加重的情况暎骨水泥加强了椎体强度及

增加了椎体微骨折的稳定性棳减少了对椎体的刺

激椈骨水泥聚合时放热或化学作用使椎体周围痛觉

神经末梢坏死椈骨水泥单体毒性使神经末梢敏感性

下降椲棾椵棳减少了断钉断棒的几率椲棿椵暎
骨折复位后出现暟空壳暠现象暎新型可灌注骨

水泥螺钉通过特殊设计的中空和侧孔部分提供骨

水泥灌注的通道棳骨水泥能通过此通路弥散入螺钉

周围的伤椎腔隙内棳通过螺钉和骨水泥的锚定暍骨
水泥和周围骨质的锚定来增强螺钉的固定能力棳有
效避免术中建立骨水泥通道时突破椎弓根而没有

察觉棳骨水泥通过椎弓根的渗漏侵及周围重要组

织暎由于新型可灌注骨水泥螺钉进钉深度达到伤

椎椎体中部位置棳骨水泥的弥散分布在沿新型可灌

注椎弓根螺钉远端周围弥散棳双侧团块相互连接棳
占据椎体中部棳对椎体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棳有效

的避免了骨水泥渗漏的问题暎由于骨水泥分布在

伤椎的暟空壳内暠有周围骨质的保护棳可有效避免神

经根及脊髓的热伤暎伤椎内有空腔棳骨水泥在灌注

过程中灌注压力小棳骨水泥进入椎体静脉窦可能性

大大减小棳发生肺栓塞这一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大大

降低棳有效地提高了手术安全性暎
我们应用新型可灌注椎弓根螺钉灌注复位后

的骨折椎体棳不仅能有效地消除单纯椎弓根螺钉复

位后暟空壳暠现象棳有效地解决了椎体后缘不完整的

患者无法使用骨水泥强化椎体的问题椈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较好的解决骨水泥渗漏入椎管及神经根

管中的问题棳有效避免热损伤问题棳大大降低肺栓

塞这一严重并发症的几率暎术后随访结果所有棾棽
例无断钉发生棳斆旓斺斺角也无明显丢失棳斨斄斢评分

显示手术效果非常好暎由于椎弓根钉的坚强内固

定联合伤椎新型可灌注椎弓根螺钉的固定棳加上对

骨折椎体的骨水泥灌注强化棳患者可以早期离床活

动棳减少了长期卧床造成的诸多并发症棳大大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暎 棬下转第棿棻椆页棭

椂棻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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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矿井煤矿作业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张春芝暋张兆强暋林暋立

棬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棳山东 济宁棽椃棽棸椂椃棭

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调查深矿井煤矿作业对工人健康的影响暎方法暋对棽棿椃椄名深矿井煤矿工人进行职业健康

查体棳统计其各查体项目的异常人次率及职业病患病情况暎结果暋所有工人中棳检出各类异常者为棿椂椃人次棳检
出率为棻椄灡椄棩棳且工龄越长棳患病危险性越大暎不同工种间各项目检查的异常人次率不同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棬氈棽椊棿椂灡棾椆棸棳 椉棸灡棸棸棻棭暎职业性中暑者棽棻人次棳发病人次率为棸灡椄棩椈职业性尘肺的工人共有棾人棳占
棸灡棻棩棳患职业性噪声聋的工人共有椂人棳占棸灡棽棩暎结论暋深矿井煤矿工人的健康存在较多问题棳中暑是发病率

较高的职业病暎
关键词暋深矿井煤矿椈职业危害椈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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斾旈旙斻旓旜斿旘斿斾斸斺旑旓旘旐斸旍旇斿斸旍旚旇旈旑斸旍旍旚旇斿旝旓旘旊斿旘旙棬旚旇斿斸斺旑旓旘旐斸旍旘斸旚斿棻椄棶椄棩棭棳斸旑斾旚旇斿旍旓旑旂斿旘旓旀旚旇斿旝旓旘旊斾旛旘斸旚旈旓旑棳旚旇斿
旐旓旘斿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斾旓旀斸斺旑旓旘旐斸旍旘旈旙旊旝斸旙棶斣旇斿旘斿斿旞旈旙旚斿斾斸旙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斸旍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斻斿旓旀旚旇斿斸斺旑旓旘旐斸旍旘斸旚斿旈旑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旚旟旔斿旙
旉旓斺旙棬氈棽椊棿椂棶棾椆棸棳 椉棸棶棸棸棻棭棶棽棻旝旓旘旊斿旘旙旙旛旀旀斿旘斿斾旀旘旓旐旓斻斻旛旔斸旚旈旓旑斸旍旇斿旍旈旓旙旈旙棬旚旇斿旔旘斿旜斸旍斿旑斻斿棸棶椄棩棳棭棳棾旝旓旘旊斿旘旙
旝斸旙斾旈斸旂旑旓旙斿斾旝旈旚旇旓斻斻旛旔斸旚旈旓旑斸旍旔旑斿旛旐旓斻旓旑旈旓旙旈旙棬旚旇斿旔旘斿旜斸旍斿旑斻斿棸棶棻棩棭棳斸旑斾椂旝旓旘旊斿旘旙旝斿旘斿斾旈斸旂旑旓旙斿斾旝旈旚旇旓斻斻旛灢
旔斸旚旈旓旑斸旍旑旓旈旙斿灢旈旑斾旛斻斿斾斾斿斸旀旑斿旙旙棬旚旇斿旔旘斿旜斸旍斿旑斻斿棸棶棽棩棭棶 暋斣旇斿旘斿斿旞旈旙旚旐斸旑旟旇斿斸旍旚旇旔旘旓斺旍斿旐旙旈旑旝旓旘旊斿旘旙
旓旀斾斿斿旔旐旈旑斿斻旓斸旍斿旑旜旈旘旓旑旐斿旑旚棶斣旇斿旔旘斿旜斸旍斿旑斻斿旓旀旓斻斻旛旔斸旚旈旓旑斸旍斾旈旙斿斸旙斿旙旈旙旍旓旝棳斸旑斾旓斻斻旛旔斸旚旈旓旑斸旍旇斿旍旈旓旙旈旙旇斸旙旚旇斿
旇旈旂旇斿旘旈旑斻旈斾斿旑斻斿棶

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椇斈斿斿旔斻旓斸旍旐旈旑斿椈斚斻斻旛旔斸旚旈旓旑斸旍旇斸旡斸旘斾椈斚斻斻旛旔斸旚旈旓旑斸旍斾旈旙斿斸旙斿

暋暋随着我国煤矿开采事业的发展棳近年来深矿井

煤矿逐渐增多暎深矿井通常是指地下深度超过

椄棸棸旐的矿井暎从劳动卫生学的角度棳深矿井与浅

矿井相比棳除了存在噪声暍粉尘暍振动等职业危害因

素相同之外椲棻灢棽椵棳尚有高气温暍高气湿及各种有害因

素相互作用等因素棳造成了深矿井特殊的劳动环

境暎目前还未见国内有关深矿井煤矿作业对工人

健康影响的研究报告暎我们以本地区某一深矿井

作业工人为研究对象棳对其进行健康查体棳以了解

该类矿井对工人健康影响的特点棳为工人的健康防

护提供借鉴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灡棻暋对象

以某深矿井煤矿的棽棿椃椄位男性工人为研究对

象棳年龄为棽棻暙 椂棬棾椂暲椄棭岁棳工龄为棻暙棾椂棬椂暲 棭斸暎
工人的作业工种分为椄种棳分别是椇采煤暍掘进暍维
修暍机电暍搬运暍通防暍安检和机械操作暎根据接触

危害因素的不同分为棽组棳将主要接触矽尘和噪声

的掘进工作为掘进组棳共椃棸人棳占棾棸灡棾棩棳年龄

为棽棽暙 棬棾椃暲椃棭岁棳工龄为棻暙棾棽棬椂暲棿棭斸椈将主

要接触煤尘和噪声的其他工种工人作为非掘进组棳
共棻椃棽椄人棳占椂椆灡椃棩棳年龄为棽棻暙 椂棬棾棿暲椄棭岁棳

椃棻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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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龄为棻暙棾椂棬椂暲棿棭斸暎棽组工人年龄和工龄差异

均有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暎
棻灡棽暋方法

对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查体暎职业健康检查项

目包括血常规暍尿常规暍肝功能暍心电图暍高千伏 斬
光胸片暍纯音听力和血压椈职业病专项检查包括中

暑暍尘肺和职业性噪声聋暎职业性中暑的诊断标准

为统计被调查者 近一个月内发生中暑的人次数棳
职业性尘肺诊断标准为 斍斅斱椃棸灢棽棸棸椆椈职业性噪声

聋诊断标准为 斍斅斱棿椆灢棽棸棸椃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应用斢斝斢斢棻椂灡棸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两组工人一般项目检查情况

棽灡棻灡棻暋两组工人一般项目检查的异常人次率的比

较暋所有工人中棳检出各类异常棿椂椃人棳检出率为

棻椄灡椄棩棳其中血常规异常者有棻棸棸人棬占棿灡棸棩棭棳
尿常规异常者有棾椄人棬占棻灡 棩棭棳肝功异常者有

棻棸 人 棬占 棸灡棿棩棭棳心 电 图 异 常 者 有 棽棾椃 人 棬占
椆灡椂棩棭棳胸片异常者有 棿人棬占棽灡棽棩棭棳听力异常

者有 椂 人 棬占 棸灡棽棩棭棳血压异常 者有 椃棸 人 棬占
棽灡椄棩棭暎掘进工检查异常者棻椃 人棬占棽棾灡棾棩棭棳
非掘进工有棽椆棽人棬占棻椂灡椆棩棭棳氈棽 值为棻棿灡棻椂棻棳
两组异常人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
见表棻暎

表棻暋两组工人一般项目检查异常人次率的比较棬旑棳棩棭
组别 血常规 尿常规 肝功 心电图 胸片 听力 血压

掘进工 棾椆棬灡棽棭 棻棻棬棻灡 棭 棬棸灡椃棭 椆 棬棻棽灡椃棭棻椃棬棽灡棾棭 棾棬棸灡棿棭 棽棸棬棽灡椃棭
非掘进工 椂棻棬棾灡 棭 棽椃棬棻灡椂棭 棬棸灡棾棭 棻棿棽棬椄灡棽棭棾椃棬棽灡棻棭 棾棬棸灡棽棭 棸棬棽灡椆棭
氈棽 值 棾灡椃椂椂 棸灡棸棾棽 棻灡棸棾棾 棻棻灡椆椂椆 棸灡棸棾椆 暘 棸灡棸椆椄

值 棸灡棸棽 棸灡椄椄 棸灡棾棻棸 棸灡棸棸棻 棸灡椄棿棿 棸灡棾椃 棸灡椃棿

棽灡棻灡棽暋年龄和工龄对不同项目检查结果的影响暋
所有工人中棳各类体检项目异常工人年龄平均秩次

为棻棽椆椃灡棿棸棳各类体检正常工人年龄平均秩次为

棻棽棽椂灡棸 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 棭椈各类体检

结果异常工人工龄平均秩次为棻椂椄椆灡棻棿棳各类体检

正常工人工龄平均秩次为棻棻棾灡棸椄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见表棽暎

表棽暋不同检查项目工人年龄和工龄比较

血常规 尿常规 肝功 心电图 胸片 听力 血压

体检异常
者年龄平
均秩次

棻棻棾椄灡棿棻 棻棿棻棸灡椆椂 椃棿灡棾 棻棻椆棾灡棸 棻椃棽棸灡棾椆 棻椄灡椄棾 棻椃棿灡棿椂

体检正常者
年龄平均

秩次
棻棽棿棾灡椃 棻棽棾椂灡椄棾 棻棽棿棻灡棿椃 棻棽棿棿灡棾椂 棻棽棽椄灡椃椆 棻棽棾椄灡椂椂 棻棽棽棿灡棾

年龄双侧
值 棸灡棻棿椆 棸灡棻棾椂 棸灡棸棾棽 棸灡棽椆椄 棸灡棸棸棸 棸灡棽棾 棸灡棸棸棸

体检异常
者工龄平
均秩次

棻椄椃灡棽棽 棻椆棽灡棽棻 棻椂棽棾灡椂棸 棻椂椂棾灡棾棸 棻椄棽灡椂椂 棽棽 灡椃 棻椆椃棿灡棽棻

体检正常
者工龄平
均秩次

棻棽棽棿灡椄椄 棻棽棾棿灡棸棻 棻棽棾椃灡椆棿 棻棻椆棿灡椂椄 棻棽棽灡椄棿 棻棽棾椃灡棸棾 棻棽棻椄灡棻棿

工龄双侧
值 棸灡棸棸棸 棸灡棸棸棻 棸灡棸椃棻 棸灡棸棸棸 棸灡棸棸棸 棸灡棸棸棸 棸灡棸棸棸

棽灡棽暋非掘进组各工种之间工人患病情况

各工种之间工人各项目检查异常人次棳采煤

人棬占棻棻灡椄棩棭暍维修椂棽人棬棻灡棾棭暍机电棽椆人

棬棽椄灡棿棭暍搬运椂椂人棬棽灡椂棭暍安检棽 人棬棻椄灡棽棭暍通防

棽棾人棬棻棾灡棻棭暍机械棾棽人棬棻椃灡椂棭棳经 氈棽 检验棳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棬氈棽 值为棿椂灡棾椆棸棳 椉棸灡棸棸棻棭暎
棽灡棾暋该煤矿工人职业病患病情况

该煤矿工人中棳中暑者棽棻人次棳发病人次率为

棸灡椄棩棳职业性尘肺的工人共有棾人棳占棸灡棻棩棳患
职业性噪声聋的工人共有椂人棳占棸灡棽棩暎
棾暋讨论

煤矿在井下开采的主要工序是掘进和采煤暎
岩石掘进可产生大量岩石粉尘棳其工作面粉尘中游

离二氧化硅含量较高棳对工人危害较为严重暎采煤

工作面的粉尘主要是煤尘暎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

高棳煤炭的粉碎程度提高棳粉尘的产生量和分散度

也随之增大棳若长期吸入可引起煤工尘肺暎煤矿的

生产性噪声往往较高棳噪声除了对听觉系统有影响

外棳还会对神经系统暍心血管系统暍内分泌及免疫系

统暍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有影响椲棾灢棿椵暎
深矿井煤矿作业棳除了上述一般的职业危害因

素外棳工人还会接触到一些特有的职业危害暎其一

是高温暎本研究所调查的矿井作业面温度高达

棾椂曟棳厂方虽然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棳但其气温仍

然高于浅矿井煤矿棳表明工人长期处于高温作业环

境中暎这样的作业环境棳大大加重了工人的作业负

荷棳使其各器官和系统长期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暎
高温作业对工人的急性影响主要是中暑棳慢性影响

椄棻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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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各系统和器官的慢性损伤暎其二是高气湿暎
高气湿的主要危害是工人在高温作业过程中减缓

或阻碍了汗液蒸发棳从而导致体内热负荷无法缓解

而加重高温对机体的影响暎其三是职业紧张程度

加重暎深矿井作业棳由于其所处作业环境特点棳易
造成工人在相同的工作负荷下职业紧张程度的加

重暎其四是高温与粉尘暍噪声的联合作用棳可能对

工人的各类损伤产生协同性影响暎
本研究发现棳在所有工人中棳体检检出各类异

常棿椂椃人棳检出率为棻椄灡椄棩棳表明深矿井作业的危

害较为严重暎在掘进工与非掘进工一般项目检查

结果的统计分析棳发现棽组工人的心电图异常人次

率 高暎其原因可能与深矿井的高温作业有关暎
高温作业下棳心血管系统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棳一
方面血液重新分布到表面以出汗和散热而导致回

心血量减少棳另一方面心脏要输出更多的血液以保

证工作能力和高温下的代谢需要棳久之则造成其功

能的损伤椲椵暎棽组中血常规异常的发生人次率也

较高棳其中多数病例表现为红细胞压积的增高和血

液黏稠度的增高棳其主要原因是高温作业环境中棳
大量出汗暍体内失水所致暎通过对不同检查项目工

人年龄和工龄的统计分析棳发现血压与工人年龄有

关棳但年龄对总体的异常人次率的影响不大暎除肝

功以外棳其他查体项目异常人次率与工人工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棳表明工龄是工人患病的危险因素棳
工龄越长棳患病危险性越大暎非掘进组各工种工人

患病情况的统计棳发现各工种之间工人患病率存在

差异性棳其中采煤工暍维修工和通防工患病率较低棳
机电工和搬运工患病率较高暎采煤工患病率较低

的原因可能是工龄中位数低和注意个人防护椈维修

工患病率较低的原因可能是工龄中位数低和接触

粉尘的量少椈通防工年龄和工龄中位数均很高反而

患病率低棳原因可能是工作性质使其非常注意个人

防护椈机电工和搬运工的年龄和工龄中位数并不高

但患病率较高棳原因可能是忽略了个人防护暎
该煤矿中暑的人次率为棸灡椄棿椃棩棳主要的类型

为热痉挛暎患其他职业病的人数相对较少棳可能与

该单位较重视职业防护有关暎其中棾人患毄期煤

工尘肺棳占所有工人的棸灡棻棩椈椂人出现双耳各频率

听阈位移棳占所有工人的棸灡棽棩暎表明该矿井对于

一般常见危害因素如噪声暍粉尘等控制较好棳相应

职业病的发病率较低棳但由于深矿井温度较高棳中
暑的发病率也较高棳因此做好降温防暑工作是深矿

井防治职业病的重要措施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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