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

推算睛纶粉尘安全浓度
:

若按工人一生连续

接尘 30年
,

控制肺功能累积异常概率为 5%时
,

据方
程式

:

扩
一 1

.

8 7 8 l lxn
一 1 8

.

6 9 7 5
,

则车间空气中腊纶

粉尘安全浓度应为 1
.

4m g /m , ; 在现在 平 均 浓 度

4
.

22 m g /m
3
环境中工作

,

保护 99 %
、

95 %
、

90 %
、

80 %的工人肺功能不受损害的最长工作年限分别为 7

年
、

1 0年
、

2 2年
、

2 5年
。

讨 论

1
.

睛纶粉尘能引起肺通气功能混合性损害

表 3显示
,

调查组 F V C
、

F E v l
.

。 、

P E F
、

v , , 、

.

V
。 o 、

V : 。

非常低于对照组 ( P < 0
.

0 2)
,

F E F : 。 一 , 。
也

低于对照组 (P < 0
.

05 )
,

可见接触睛纶粉尘能引起肺

通气功能混合性损害
,

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

2
.

睛纶粉尘接触水平与肺功能反应存在线性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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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显示
,

累计接尘量的对数与肺功能累积异常

概率单位间呈线性关 系
, 犷 = 。 .

78 0 7 (P < 0
.

0 5)
,

A

y 司
.

8 7 8 ll n x 一 1 8
.

6 5 7 5
,

即随着累计接尘量的增加
,

肺功能累积异常概率也随之上升
,

故认为睛纶粉尘接

触水平与肺功能反应间存在线性的接触水平
一
反 应 关

系
。

3
.

采用 1 0m g力n , 作为睛纶粉尘卫生标准不能

充分保护工人健康

在目前尚未制订车间空气中睛纶粉尘卫生标准的

情况下
,

实际工作中通常采用 10 m g /m , 作为睛纶粉

尘卫生标准
。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

车间的空气中睛

纶粉尘安全浓度应为 1
.

4 In g /m . ; 在现在平均 浓 度

4
.

2 21119 /m s 环境中工作
,

工人肺功能不受损害的工

作年限较短
,

可见采用 10 m g /m
, 作为睛纶粉尘卫生

标准不能充分保护工人健康
,

建议从严掌握
。

蔗渣尘所致急性职业性外源性

变态反应性肺泡炎诊断的初步探讨

王力衡
`

梁德新
`

韦德宽
之

罗永明
,

方建勋
`

江 原飞 .

接触生产性蔗渣
,

部分工人可患外源性变态反应

性肺泡炎 ( O E A A )
。

1 9 8 8年 1月 1 日颁布施行的职

业病名单己将 O E A A 列入
,

但尚没有国家诊 断标

准
。

1 985 年 2 月至 19 8 8年 6月我们分层随机抽样前瞻

性调查广西 7 个糖厂蔗渣尘生产性接触者
,

发现 3 5例

56 例次陈旧蔗渣尘接触者
,

接触后出现 以气 急
、

咳

嗽
、

食欲减退为特征并伴有X 线胸片改变及通气功能

降低的临床表现
。

本文目的是通过本组病例的分析
,

探讨急性 O E A A 的诊断
,

包括职业史在诊断中的价

值
,

O E A A的临床症状特点
,

X线胸片改变和临床症

状的关系及其在诊断中的应用
,

蔗渣尘接触者肺通气

功能的变化
,

实验室免疫学检查
,

晨痰放线菌培养
,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分析
,

血氧分压测定在诊断中应用

的可能性等
。

对象和方法

一
、

对 象

按生产规模分层 随机抽样调查广西大型糖厂 3家
,

中型糖厂 2家
,

小型糖厂 2 家
,

生 产 工 人 12 10 人
,

4 0 3 3
.

3人年
。

将生产工人按蔗渣尘接触情况分为不接

触组 ( 7 8 9人 )
、

陈旧蔗渣接触组 ( 2 3 4人 )
、

新鲜蔗

渣接触组 ( 2 5 7人 )
。

二
、

方 法

1
.

临床调查
:

组成有各被抽样调查糖厂医院医

师参加的协作组
,

学习统一症状询间及体检方法
。

特

别注意询问发病与接触蔗渣尘的关系
。

2
.

X 线胸片
:

常规拍摄症状出现时及消失后胸

部后前位大片
。

3
.

肺通气功能测定
:
用日产 A S一5 00 自动肺量

测定仪测定F v C
,

F EV I . 。 ,

v
: 。 ,

v Z 、 。

4
.

双向琼脂扩散实验
:

取生产现场空气中分离

出的放线菌浸出液为抗原
,

用 1 %琼脂糖铺板
,

做梅

花状打孔
,

与血清做双向扩散实验
。

5
.

晨痰放线菌培养
:

取晨痰直接接种于高氏 1

号及燕麦粉— 土壤液培养基
,

于 56 oc 培养分离放线

菌
。

6
.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分析
:

常规做支气管肺泡

灌洗
,

回收灌洗液立即离心分离细胞
,

涂 片 瑞 氏染

色
,

油镜下检查 20 0个细胞
,

计数细胞分类
。

结果和分析

一
、

一般情况

35 例急性 O E A A 病例
,

男 n 例
,

女 2 4例
。

年龄

即 ~ 57岁 (平均 3 2
.

9岁 )
,

6 3
.

6%小于 30岁
。

1
.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2
.

广西贵县糖厂医院

3
,

广西桂平糖厂 医 院 4
.

户西迁江搪厂医院

5
.

广西红河糖厂 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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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发病与接触蔗渣尘的关系

35 例患者56 次发病
,

都发生在接触陈旧蔗渣的工

种
。

陈旧蔗渣是新鲜蔗渣打包露天堆放 1 个月以上的

蔗渣
。

首次发病时的接尘工龄平均为 17
.

3个月 ( 3个

月~ 5年 9个月 )
,

其中40 % 的患者小于 1年
,

6 8
.

6%

小于 2年
。

接尘至发病
,

52
.

4%为下班后 2~ 8 小时发

病
,

9
.

5%为上班后 6~ 8 小时发病
,

3 8
.

1%患者仅能

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逐渐感到不适
)
最后加重到不能坚

持土作
。

大多数患者反复接触反复发病
,

个别 ( 2 例

占5
.

7% ) 患者发病后再接触 1~ 2年内未见发病
。

三
、

多发症状与体征

35 例患者 56 次发病
,

多发症状依次为气 急 10 0%

( 5 6 / 5 6 )
、

咳嗽8 7
.

5% ( 4 9 / 5 6 )
、

食欲 明 显 减 退

6 2
.

5% ( 35 / 5 6 )
、

咳痰 2 5% ( 1 4 /5 6 ) ; 患者一般阳

性体征不多
,

主要有发热 67
.

9% ( 3 8 / 5 6)
,

多为 37
.

5
O

C

~ 38
.

5
“
C

,

亦有体温达 39
“
C以上者 ; 体重减轻 5 5

.

4%

( 3 1 / 5 6 ) ; 肺底可 闻细小罗音6 2
.

5 % ( 3 5 / 5 6 )
。

四
、 `

X 线胸片

35 例患者 2 2例动态X 线胸片观察
,

肺门增宽 10 0%

( 2 2 / 2 2 )
,

边缘模糊 1 0 0% ( 2 2 / 2 2 )
,

肺纹理粗
、

乱
、

边缘模糊 100 % ( 2 2 / 2 2)
,

双肺野呈毛玻璃状
、

满布密集的粟粒状
、

密度较低
、

边 缘模 糊 影 4
.

5%

(1 / 22 )
,

双肺野呈毛玻璃状
、

弥漫分布密度较低
、

边缘

模糊
、

大小不等的点片状影 3 1
.

8% ( 7 / 2 2)
,

两中
、

下肺野呈毛玻璃状
、

散在分布 1~ Zn刀n小点状
、

密度

较低
、

边缘模糊阴影 6 3
.

6% ( 1 4 / 2 2)
。

X线改变明显
,

呈全肺分布者症状都 ( 88/ )较重
。

但 2 8
.

6% ( 4八 4 )

患者X 线改变为中下肺野纹理模糊及散在分布的小点

状阴影而症状重
。

此外
,

X 线胸片病变消散时间及恢

复情况与患者是否脱离接触旧蔗渣尘
、

治疗是否正确

及时
、

复发次数等因素有关
。

一般类圆影及斑点状影

由减少
、

变小到完全消散的时间比融合病灶消散的时

间长
,

约经 1 ~ 2 个月
,

有的 3 个月
,

甚至半年后肺

纹理才完全显示清晰
。

有的最后尚留下少 量 不 规 NlJ

影
。

五
、

肺通气功能测定

35 例患者中 10 例 (男 4例
、

女 6例 ) 及鲜蔗渣接触

者 12 人 (男 8人
、

女4人 )
,

旧蔗 渣 接 触 者 32 人 (男

2 5人
、

女了人 )
,

不接触对照者 12 人 (男 6人
、

女 6人 )

星期 日休息后
,

星期一班前肺通气功能测定
,

患者组

FV C (实 /预% ) 均数低于其余 3组
,

虽差异无 显 著

性
,

但患者 ( 6 / 10) F V C % (实 /预 ) 小于 80 %
,

其余

3组无 1例小于 80 %
。

患者组 F E V I
.

0/ F V C% 低于其

余 3组
,

虽差异无显著性
,

但患者 ( 4 / 1 0) F E V :
.

。
/

F V C%小于 70 %
,

其余 3 组无 1例小于 70 %
。

患者组

V
。 。 % (实 /预 )

、

v
: ,

% (实 /预 )降低
,

V 和 /v Z 。
%

升高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表1)
。

测定 2例

患者血氧分压均低于 80 %
。

表 1 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 (X 士 S D )

组 别 例数
F V C%

(实 /预 )

F E V
I

.

0

F V C

V s o%
(实 / 预 )

V 2 5%
(实 / 预 )

V , 。 /V舫 %

一十十一+ú

介口Q甘O公O曰

患 者 组

鲜蔗渣组

旧蔗渣组

对 照 组

1 0

12

3 2

12

83
.

2士 1 9

1 0 1
.

6 士 2
.

9 7
.

6 士 1
.

1 0 1
.

3士 9

8 2
.

4 士 12

8 4
.

8 士 1
.

8 6
.

4士 1
.

8 8
.

1 士 6
.

7 2

9 1

士 3 5
.

0* 6 7
.

5 士 34
.

3 * 命

9 2
.

2士 8
.

7

9 8
.

2士 8
.

4

1 15
.

1士 8
.

3

.

6士 0
.

9*

_

2士 O
_

1

2
.

4 士 0
.

2

2
.

0士 0
_

2

* 与对 照组 比较 P < 0
.

0 5 * * 与对照组比较 P < 0
.

01

六
、

实验室检测

1
。

双向琼脂扩散实验测定旧蔗渣组 1汉 人
,

鲜

蔗渣组 34 人
,

患者 8人
,

对照组 4 1人血清沉淀素
,

阳性

率分别为 5 2
.

1%
,

1 4
.

7%
,

1 0 0%
,

1 2
.

2%
。

2
.

晨痰放线菌培养阳性率
,

患者 组 为 1 00 %

( 5 / 5 )
,

旧蔗沽接触组为 5 2
.

4% ( 1 4 / 2 7 )
,

同厂非

接触旧蔗渣组为2 5
.

9% ( 7 / 2 7)
。

3
.

2 例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 A L )F 细胞分

类显示淋巴细胞增多
,

但粒细胞罕见
。

1例发病后约 2

个月B A LF 中淋巴细胞占
2 0

.

3纬
,

巨噬细胞占7 9
.

7%
。

1例发病后约 3个月
,

B A L F中淋巴细胞占22
.

4%
,

巨

噬细胞占7 7
.

6%
。

七
、

诊断性治疗

7 例患者一般抗生素治疗效果不显著
,

应用糖皮

质激素治疗 1~ 2周
,

气急
、

咳嗽
、

食欲不振等症状明

显减轻
,

X 线改变明显消散
。

讨 论

一
、

职业史

本组病例都发生在接触陈旧蔗渣的工种
,

我们的

劳动卫生学调查结果显示陈旧蔗渣与新鲜蔗渣作业环

境空气中粉尘浓度
、

分散度
、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霉

菌数及霉菌谱都相似
,

但放线菌含量有非常显著性差



令徽中

别
,

揭示蔗渣尘所致 O E A A 与其受放线菌污 染 有

关
。

这与以往的报道一致
。

表明生产性陈 旧 蔗 渣

接触史是蔗渣尘所致 O E A A 的主要诊断依据
。

但本

文观察 35 例患者首次发病时的接尘工龄最短的 3个月
,

最长的 5 年 9 个月
,

而一些接触陈旧蔗渣十几年的工

人未见发病
`

揭示接触旧蔗渣尘时间与发病无一致关

系
。

二
、

临床表现特征

本组病例主要症状依次为气急
、

咳嗽
、

食欲明显

减退
。

体征主要为发热和体重减轻
。

10 0% 患者主诉

气急但无喘鸣
,

表现为稍有活动
,

如上楼
、

快步行走

即感明显气急
。

表明蔗渣尘所致急性 O E A A 临床表

现是较典型的
,

可以做为一项主要诊断依据
。

但本文

观察仅61
.

9% 的患者能明确接尘与发病之间的关系
,

3 8
.
1%的患者不能确切指出某一天接触后几小时出现

典型症状
。

仅能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逐渐感到不适
,

如

咳嗽
、

胸闷等
,

后加重到被迫休息
。

这部分病例职业

接触史确定比较 困难
,

临床表现不太典型
。

提示蔗渣

尘所致 O E A A 诊断尚需一些其它的附加诊断指标
。

三
、

X 线胸片

本文 35 例患者中22 例动态X 线观察
,

O E A A发作

期X 线胸片都有改变
,

并且随症状的改 善
,

X 线 胸

片改变逐渐消散
。

而接触陈旧蔗渣无症状者
,

共拍摄

132 人份X线胸片无类似改变
。

因此 X 线胸片可以作

为诊断蔗渣尘所致二O E A A 的一项指标
。

但本文观察

2 8
.

6% 患者症状重
,

X 线胸片改变仅为中下肺野纹理

模糊及散在分布的小点状阴影
。

揭示X 线胸片与症状

之间不是完全一致关系
。

X 线胸片应结合职业史
、

临

床表现相互比较补充
,

做出更客观的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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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肺功能测定

本文9例患者中5例表现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
,

5例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者中有 3例同时有阻塞性通气

功能障碍
。

而陈旧蔗渣接触无症状者 32 人
,

无 1例有

类似的表现
。

测定 2例患者血氧分压均低于 80 %
。

因

此肺功能测定
,

可 以作为诊断蔗渣尘所致 O E A A 的

一项指标
,

和职业史
、

临床表现相互比较补充
,

做出

更客观的诊断
。

五
、

双向琼脂扩散实验

检测血清沉淀素阳性率
、

晨痰放线菌 培 养 阳 性

率
,

旧蔗渣接触组与患者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

同厂不接

触旧蔗渣者晨痰放线菌培养阳性率为 25
.

9%
,

血清沉

淀素双向琼脂扩散实验检测阳性率为 1 4
.

7%
。

表明这

两项指标对蔗渣尘所致 O E A A 诊断的意义不大
,

仅

可作为接触指标
。

B A L p细胞分类显示淋 巴 细 胞 增

高
,

其诊断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

六
、

诊断性治疗

一般认为本病病原菌是放线菌
。

但并非呱入肺内

的放线菌抱子在肺内繁殖致病
,

而属于 l 型变态反应

性疾病
。

因而抗菌素治疗效果不著
,

及时使用糖皮质

激素有助于缓解病程
,

改善预后
。

本文观察结果与此

一致
。

揭示当基层单位X 线摄片
、

肺功能测定
、

实验

室检测等手段不具备时
,

对有确切的接触史
,

临床症

状
、

体征可疑
、

抗菌素治疗效果不著的患者
,

使用糖

皮质激素进行诊断性治疗
,

有助于本病诊断
,

在基层

有一定应用价值
。

(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黄曙海
、

蒋东方
、

疗瑞庆
、

农雄

伟
、

何雪明
、

黎火佳
、

梁启 荣
、

梁家春
、

黎美清 )

钒 与血 清 胆 固 醇 含 量 的关 系

攀枝花钢铁公司劳动卫生防护研究所 邓永冲

钒作业工人血清胆固醇含量的报道结 果 不 尽 一

致
。

多数学者认为
,

钒接触者血清胆固醇含量明显降

低
,

与对照组比较两组差异显著 ; 另一些学着研究表

明
,

两者血清胆固醇无显著差异
,

或轻度暂时下降
,

无统计学意义
。

现将我所 1 98 4年钒作业工人劳动卫生

学调查中有关资料加以整理
,

着重对钒与血清胆固醇

含量的一些关系进行探讨
。

一

对象与方法

1
。

对象
:

分接触钒烟
、

钒尘两组及对照组
。

钒烟组
:

炼钢厂提钒车间工人 186 名
,

其中男 1背

人
,

女 9人
,

工龄 6
.

6 士 3
.

8年
,

年龄 37
.

1 士 7
.

7岁
。

工

种为提钒工
、

混铁护工等
。

钒尘组
:

炼钢厂钒渣车间工人 32 名
,

其 中男 29

人
,

女 3人
;

工龄 3
.

6 士 1
.

2年
;

年龄 34
.

4 士 4
.

6岁
。

工

种为钒渣破碎工
、

精选工等
。

对照组
:
该厂机修车间不接触钒工人 99 名

,

其中

男 89 人
,

女10 人 , 工龄 10
.

1士 7
.

3年 ; 年龄 3 6
.

4 士 5
.

7

岁
。

工种为车
、

钳
、

划线工等
。

2
.

198 4年车间空气钒 (V : 0 5 ) 测定
:

使用个体

采样器按白
、

中
、

夜班分别采样
,

连续 3天
,

极谱法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