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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地区职业性皮肤病 " ##$ 例临床分析

"

!谭少英!麦丽霞!!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中山 %&$'"%"

"

!谭少萍!!广东省中山市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中山 %&$'()"

摘要!目的!了解广东中山地区职业性皮肤病临床发病特点及转归" 方法!对 "**' 年 # 月+&((# 年 % 月该地区 " ##$ 例职业性

皮肤病患者作回顾性分析" 结果!发病率以 "* +&$ 岁年龄组发病最高#工业职业性皮肤病发病率逐年升高$而农业职业性皮肤

病发病率逐年降低#除 "%& 例失访外$全部痊愈$中西医结合治疗者无一例复发" 结论!工业职业性皮肤病有升高趋势$中西医

结合治疗有利于防止职业性皮肤病的复发"

关键词!职业性皮肤病#广东#中山市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职业性皮肤病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其发病率

占皮肤病的 &0 +&(0不等#而在职业病中却占一半

以上$"%

#为进一步做好职业性皮肤病的防治工作#现

对 "**' 年 # 月+&((# 年 % 月在中山市小榄人民医

院和中山市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就诊的 " ##$ 例职

业性皮肤病作回顾性分析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 例职业性皮肤病均来自中山

市小榄人民医院和中山市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门诊

及住院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岁#平均 &)-. 岁'病程 " 天+# 个月#平均 #-* 天&

"-&!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职业性皮肤病

患者资料进行整理#对年龄分布(皮损分布特点(病

因与治疗预后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皮损特点!皮损部位以四肢多见#其次为头

部(颜面部(颈部 (躯干'皮损形态无特异性#大多数

以接触性皮炎和湿疹型为主#亦有粉刺(毛囊类型#

皮肤灼伤(溃疡型#色素异常型及药疹型等&

&-&!年龄分布!见表 "&

表 "!职业性皮肤病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 例数 百分率!0"

"$ 岁以下 ""$ .-(.

"* +&$ 岁 " (%" #)-("

&* +)$ 岁 )## &"-*'

)* 岁以上

##############################################

")) .-*.

'!讨论

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期属中医学)胁痛*()胆

胀*范畴#病位在胆#涉及肝(脾(胃等& 胆为六腑之

一#以降为顺#以通为用'肝为阴木#胆为阳木#脾胃

属土#土依木之疏泄而能健运& 七情怫逆#饮食不节

致肝胆疏泄失调#胆腑通降不利#气机不畅#日久气

滞又生瘀血#或横逆中焦#痰(火(湿(食互阻#脾胃运

化失度#肝气久郁化火#湿热蕴积而发病& 本病好发

于 '(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体胖之妇女#而多

有素体阳虚或脾胃不足#临床虽以气滞(血瘀(湿热

证分而治之#但患者多经过 & 年以上的慢性发病过

程#实为本虚标实#寒热错杂之证#而非单一证型表

现& 故立清热化湿#疏肝利胆#行气活血#健脾温中

为大法& 方中金钱草(茵陈(黄连清热化湿#退黄利

胆'延胡索(川楝子(香附子(郁金(吴茱萸疏肝利胆#

行气活血#又寓有金铃子散(左金丸清肝胆之火#调

和胃肠之意'黄芪(党参(白术健脾温中#扶助正气#

更兼香附(吴茱萸之通化#故使肝疏胆通#湿去热退#

气行瘀散#痛止病安&

本组研究对 $' 例金钱草冲剂有效病例进行了 %

个月+" 年的随访#其中坚持服药 " 个月以上的 )#

例#有 &* 例未再发作#随访病例对脂肪饮食的承受

能力普遍提高#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且发作时间(病

情程度明显缩短或减轻#再次服用金钱草冲剂仍然

有效#未发现有明显的副作用及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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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 +&$ 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

&-)!历年工业职业性皮肤病与农业职业性皮肤病

发病情况!见表 &&

表 &!"**' +&((% 年历年职业性皮肤病发病情况

年份 工业职业性皮肤病 农业职业性皮肤病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从表 & 可知#"**' 年 # 月后#农业职业性皮肤病发病率逐年下

降#至 &((" 年 # 月后发病率为 (&

&-'!工业职业性皮肤病与农业职业性皮肤病病因

!见表 )&

表 ) 表明#随着时间的延伸#工业职业性皮肤病

的致病因素#机械性由原来的 '"0下降至 ")0#化

学因素则由原来的 ""0上升至 '%0 &

&-%!职业性皮肤病预后分析!本组病例除失访的

"%& 例外#" %"# 例全部治愈& 其中 & 例需行清创植

皮术#" ")) 例西医对症治疗#)' 例复发#复发率

)0#经更换治疗方案最后达到痊愈#其余 )$" 例采

用中西结合治疗方法全部治愈#无一例复发& 中药

方剂主要是当归六黄汤!黄芪(黄芩(黄柏(黄连(生

地黄(当归(玄参(地肤子(白鲜皮"#抗敏止痒方!黄

芪(生地黄(白术(紫草(乌梅(五味子(莪术(丹皮(荆

芥(防风(黄芩"加减#每日 " 剂#连服 ) 天&

表 )!病因与发病人数统计 例%0&

年份
工业职业性皮肤病

致病原因 机械性 物理性 生物性 化学性
!

农业职业性皮肤病

稻农 菜农 农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注,!""机械性因素,指由于摩擦(压力(破伤以及细微粉尘的刺

激#如石棉(矽尘(玻璃纤维等作用所致& !&"物理性因素,指由于高

温(寒冷(电日光(紫外线(2线或其他放射线(潮湿等& !)"生物性因

素,指由于真菌(细菌(寄生虫(病毒等作用& !'"化学性因素,种类繁

多#且在不断发展中#如接触强酸(强碱(颜料(药品(化学物品等&

!%"稻农因素,是指长时间浸水#水温高#机械性摩擦以及寄生虫所

致& !#"菜农因素,与稻农因素基本相同& !."农药因素,指生产和

使用农药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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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珠三角地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

业职业性皮肤病在逐年减少#而逐渐被工业职业性

皮肤病所取代& 本组 " ##$ 例职业性皮肤病反映的

是本地区的发病现状#从另一个侧面它可能代表珠

三角的发病趋势& 又由于工业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

迅速提高#各级领导对环保治理的重视#以及自我保

护意识的增强#改变了过去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

导致工业性皮肤病的机械性因素逐年下降& 相反化

学性因素不断提高& 这是因为很多化学物质在很大

程度上与我们的生活(生产(工作息息相关(相互依

存& 至今为止#化学物质的种类在不断发展#已知可

致烧伤的化学物质就不下数千种$)%

& 这些物质的增

加#导致化学因素所致的职业性皮肤病不断增加&

近年来#理发行业由染发颜料所致的职业性皮肤病

不断增加就是一个代表& 可见#随着年代的变迁#职

业性皮肤病的发病原因有所改变&

了解职业性皮肤病的病因#要做好防治工作#首

先应从预防入手#主观方面要思想重视#充分认识致

病因素的危害性#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使机体与有害

物质隔离#尤其是一些致命的放射性化学元素#不使

其侵害人体& 客观方面#要改进生产设备#提高机械

化(自动化的生产流程#改善工作环境#加强卫生防

护#不断推陈出新#把有害的物质降至最低程度& 一

旦患职业性皮肤病#首先要查明病因#避免和病原再

接触& 治疗方面#中西结合治疗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它既可以减少复发又可以到达治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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