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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除锈工铁尘肺病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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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报告 3 例船体除锈工铁尘肺尸检材料
。

病理诊断均为 I 期尘斑型尘肺
,

病理表现与

电焊工尘肺类似
,

呼吸性细支气管壁及其肺泡群
、

血管
、

支气管周围组织粉尘沉着及粉尘纤维灶
,

无

尘性融合病灶
,

肺间质尘性改变较电焊工尘肺为轻
。

肺元素分析表明肺内铁
、

锰含量明显高于非尘肺

组
,

但肺锰含量又低于 电焊工尘肺组
。

肺游离 51 0 : 含量 比矽肺和矽酸盐肺低 10 倍
,

肺灰化片偏光镜检

查未见矽粒
。

作者认为肺内铁尘长期沉积可引起尘肺改变
,

在病变上逊于 电焊工尘肺的严重程度
,

此

可能与粉尘中锰的含量较低有关
。

关键词 氧化铁 铁尘肺 病理

多年来对铁尘 (氧化铁 ) 致尘肺的看法不

一
,

且多集中在电焊工尘肺 的研究上
〔 ’ 、 ’ 、 ’ 〕。

关

于铁尘肺的尸检报告尚末见到
。

本文通过某船

厂 3 例船体除锈工铁尘肺的尸检肺标本及肺组

织元素
、

游离跳 0
2

测定
,

分析铁尘肺的病理表

现
,

并与电焊工尘肺作比较
。

材抖和方法

一
、

标本来源

3 例尸检系某船厂船 体 除 锈油漆工
,

男

性
,

平均年龄 5 7
.

6岁 ( 54 ~ 6 3岁 )
,

平均接尘

工龄 24
.

3年 (1 7~ 35年 )
,

生前主要从事船体

钢板的除锈和涂漆
,

接触氧化铁粉尘和防锈油

漆等
,

作业环境粉尘浓度最高可达数百至一千

多毫克 / 立方米
。

3 例X 线
、

病理诊断见表 1
。

表 1 3例除锈工铁尘肺 X 线及病理诊断

病理号 性别 年 龄 工种 工龄
X 线

诊断
病理

诊断

病理
漪

、

型

A
一 2 24 男 63 除锈

,
1 7 1期 I期 尘 斑型

油漆工

s
一
2 15 男 “ 除锈

,
2 1 1期 I 期 尘 斑型

油漆工

A
一
8 60 2 男 石4 除锈

,

35 1期 I 期 尘斑型

油漆工

一
一

~ - ~ ~ -~ ~ ~ ~ ~ ~ ~ ~ ~

二
、

方法

1
.

肺标本按统一方法
叱̀ 飞

固定
、

切开
、

取

材
,

每例重点观察 4 ~ 6个肺切面的病变
,

用

求积仪计算各切面总面积及每平方厘米眼观尘

灶数
,

其中 1例 ( S
一 2 1的 还作了明胶大切片对 比

观察
。

组织块石蜡包埋
,

H E
,

G 6 m or i
,

A anz
及普鲁士蓝铁染色

,

在低倍镜下记录每张切片

尘灶形态
、

大小
、

数量及肺间质改变
,

并求出

每平方厘 米镜下尘灶数
。

另还作了肺切片显微

灰化偏光显微镜检查
。

2
.

肺内元素 及 游 离5 10
:

含量分析
:

取

4 %甲醛固定的肺组织
,

经酸消化处理
,

日立

1 8 。一 8。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肺组织元素

含量
,

另取肺组织用焦磷酸法测定肺游离51 0 2

含量
,

并与电焊工尘肺
、

矽肺和矽酸盐肺人的

肺含量作对 比
。

3
.

肺尘性病灶 S E M
一
E D X A分析

:

参考

xC ,O。 k e r法
〔 5〕 ,

切取 1。拼石蜡切片
,

附贴于炭座

上
,

二甲苯
、

丙酮脱蜡
,

喷炭
,

于 J E O L
一 3 5C F

扫描电镜下观察尘灶形态
,

并用 T M
一
班型 X 线

能谱仪 (E D X A )
、

20 K V
,

样品倾斜 4 5
“ ,

原位分

析尘灶 中元素百分含量
。

结 果

一
、

尘性病灶的病理表现

1
.

尘灶的量
:

见表 2
。

从表 2 可见每平方厘米眼观尘灶 均 数 为

* 环境病理学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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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3个
,

镜下检查尘灶数明显 增 多 (4
.

72 个 /
Cm

,

)
,

约为眼观尘灶数的 35 倍
,

说明镜下易发

现肉眼不易确认的微小尘灶
。

2
.

尘灶的形态
:

见表 3
。

表 2 肺 组 织 尘 性 病 灶 计 数

眼 观 镜 下
病理号

—
眼 观 镜 下

尘灶数 (个 ) 总面积 c( m Z ) 尘 灶数 (个 / c
m

Z ) 尘灶数 (个 ) 总面 积 c( m朴 尘灶数 (个 c/ m 勺

S
一

22 4 17 3 8 0 1 0
.

2 2 10 6 1 6
.

1 6
.

5 8

S
一

2 1 5 6 4 7 56 0
.

0 8 1 06 2 3
.

9 4
.

4 3

A
一 a 6 0 2 6 9 87 5 0

.

0 5 6 1 19
.

2 3
.

17

均数 1 0 2 8 1 1
.

6 0
.

1 3 9 1 1 9
.

7 4
.

7 2

表 3 肺 组 织 尘 灶 的 显 微 镜 观 察

尘 灶形态 % 尘 灶大小 (m m )% 胶原含量 %

病理号 尘 灶总数
类圆 星形或不规则 > SQ

S
一

2 24 1 0 6

S
一
2 1 5 l e 6

A
一
8 6 0 2

均值 ::

从表 3 可见尘灶多为不规 则 或 呈星芒状

(占 9 7
.

6% )
,

类 圆形很 少 (2
.

4 % )
。

尘灶

平均直径在 l m m 以下者为 9 3
.

6%
, 1一 Zm m 的

为5
.

8%
,

表明多数为亚粟样的病 灶
。

灶中胶

原纤维含量在 5 0% 以下者为 6 6
.

8%
,

其 中 有

2 0
.

7%的尘灶为单纯性粉尘沉着
,

不含有胶原

纤维
,

这种尘灶多以尘斑形式存在
。

胶原纤维

含量较多的尘灶多以结节出现
, 3 例中未见结

节融合或片状纤维化
。

尘斑是铁尘肺常见的病变之一
,

本文 3 例

均为尘斑型尘肺
。

尘斑多分布于呼吸性细支气

管及其相邻的肺抱
,

也可见于肺泡壁
、

小血管周

围及胸膜下区等肺间质
。

在形态上与电焊工尘

肺所见的尘斑不易 区分
,

呈不规则形
,

由大量

棕褐色铁染色阳性尘粒构成
,

多数小于 l m m

( 9 3
。

6% )
,

灶 中胶原纤维含量少
,

灶周肺气

月中较电焊工尘肺轻
。

结节不多见
,

为 1~ Zm m不规则结 节
,

大

于3m m 结节难以发现
,

结节 中胶原纤维含量一

般超过 5 0% (图 1 )
。

3 例中未发现有典型之

矽结节或结节的融合
。

3
.

肺间质改变
:

没有电焊工尘肺明显
,

图 1 5一 21 5尘性结节中有大量增

生之胶原纤维 V
.

G x 10 5

主要为肺泡隔
、

小支气管及伴行的 小 血 管周

围
、

胸膜下区的粉尘沉着及轻度的结缔组织增

生
,

无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
。

连
.

灶周 沛气肿
:

较轻
,

表现为呼支管壁

粉尘沉着及其肺泡壁扩张
、

变形
,

形成尘斑或

结节周的肺气肿 (小叶中心型 )
。

5
.

淋 巴结改变
:

支气管
、

肺引流淋巴结

内少量铁染色阳性粉尘沉着
,

无结缔 组 织 增

生
。

6
.

其他改变
: 3 例可见轻度尘性剥脱性

支气管炎
。

其中 1 例死于左肺鳞癌 (S
一

2 24 )
,

1

例死于原发性肝细胞癌及两肺广 泛 转 移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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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5 )
。

二
、

肺组织元素含量分析

3 例铁尘肺
、

5 例电焊工尘肺
、

5 例非接

尘者肺元素含量测定结果见图 2
。

尸g阳

三
、

肺组织游离 5 10
2

含爱测定
:

见 表4
。

表4 肺组织游离5 10 : 含量 (m g % )

尘肺 游离 S I C Z 含量 均值

介099八勺`上O月曰̀n甘n.n甘

铁尘肺

电焊工尘肺

非尘肺

除锈工

铁尘肺

病理号

S
一
2 24

S
一
2 15

A
一 8 60 2

0
。

3 7 *

电焊工

尘肺

S
一 10 3

A
一
4 4

A
一 54

.口口

0
.

4 6 7 * *

矽肺及

矽酸盐肺

A
一
5

A
一 3 1

S
一
1 9 4

3
.

0 3 4 * *

M n P b C r

图 2 肺组织中不同元素含量 ( 日立

1 8 0一 8 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从图 2 可见铁尘肺和电焊工尘肺患者肺中

铁的含量比非尘肺者高 7 ~ 10 倍
,

肺锰含量高

5。~ 5 00 倍 ; 电焊工尘肺组肺锰的含量 又 比铁

尘肺组高功倍
。

两组的铅
、

镍
、

镐等元素含量

也略高于非接尘组
。

* 焦磷 酸法测定

** G ie ge nt et x 3 01 3型 X 线衍射光谱仪测定

从表 4 可见铁尘肺和电焊工尘肺组肺内游

离 51 0
2

含量分别为。
.

37 m g和。
.

4 67 n l g
,

约低于

矽肺和矽酸盐肺组含量 (3
.

04 m g ) 的 10 倍
。

四
、

尘灶的S E M
,
E D X A分析

3 例铁尘肺和 5 例矽肺和矽酸盐肺的尘性

病灶中粉尘的点
、

面扫描分析结果见表 5
。

涵妇暇
6000川120100
的创叨加。

妞减

表 5 尘灶中粉尘 S EM
一 ED X A原位分析 (重量% )

一
.

-
. . . ~ ~ ~ ~ , - .

一
~

一-
一

一
. 甲,

-

一
. ~

一
. . , . . . . . . . . .甲

一一
一F e

5 1
、

C a S P

组别 尘灶数
X 士 S D 士 S D X 士 S D X 士 S D X 土 S D

铁尘 肺

矽肺及矽 酸盐肺

显著性测定

::
5 8

.

51 + 9
.

6 1

9
.

3 1 + 3
.

6 4

P < 0
.

00 0 1

;:
8 5 + 5

-

4 5 + 11

`

:
5

P < 0
.

0 0 01

吐
.

C Z + 1
.

工9

5
.

0 7 + 3
.

SQ

P ) G
.

5

7
.

3 3 + 3
.

6 5

王0
.

8 2 + 3 7 7

P < 0
.

01

5
.

3 0 + 2
.

2 2

6
.

0 8 + 3
.

3 9

P 》 O
,

5

从表 5 可看出 铁 尘 肺 组 硅 的 含 量 为

18
.

8 5 %
,

明显低于矽肺与矽酸盐肺组的含 量

(4 9
.

4 5% )
,

P < 0
.

0 0 0 1 ; 而铁 的 含 量 前 者

( 5 8
.

6 1% )明显高于后者 ( 9
.

3 1% )
,

P < 0
.

0 0 0 1
。

但锰的含量未能测出
。

讨 论

一
、

除锈工铁尘肺的病理表现

本文报告的 3 例除锈工铁尘肺为平均接尘

工龄24 年的船体钢板除锈工
,

主要接触含有氧

化铁的混合尘
,

无其他接尘史
。

其病理所见与笔

者
6

报告的 5 例电焊工尘肺的病理特点基本相

似
,

表现为呼吸性细支气管壁及其肺泡群
、

血

管
、

支气管周 围肺组织铁尘沉着
,

形成粉尘纤

维灶及灶周肺气肿
。

但结节少
,

肺间质尘性病

变较轻
,

类似轻型电焊工尘肺的病理表现
。

过去多数报道认为从事 电焊作业工人肺 内

的粉尘为单纯的氧化铁尘沉着
,

不引起肺的损

伤和结缔组织增生
〔̀ 、 8

飞 近年来随电焊工 艺的

日益发展
,

焊条成分的复杂
,

焊烟引起尘肺的

观点日益受到重视
。

日本佐野锄
、

海老原
〔
川等

从 7例 电焊工尘肺尸检材料证明肺内有大量的

铁尘沉着和尘性病灶及大块纤维化
,

认为肺的

纤维性变与铁尘沉积有关
。

本文 3 例肺内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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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长期吸入氧化铁尘引起的
,

类似于轻型

(或早期 ) 电焊工尘肺改变的一种独立性尘肺
。

二
、

肺组织金属元素分析的评价

船厂铁锈尘系含铁棍合尘
。

经对该厂除锈

现场自然落尘分析表明
,

主要成分为 氧 化 铁

少 e Z
O

3

和F e Z
O

3

( F e O ) 〕 ,

另有微量的 C a 、

M n
、

N i
、

C d等
,

其组成与电焊烟尘颇为相似
,

唯

锰的含量很低 (2
.

4 5拼g / g)
,

这与肺组织中铁

高
,

锰的含量明显低于电焊工尘肺的结果是一

致的
,

这启示粉尘中微量的锰与铁 的 同 时存

在
,

似乎能促进尘性病变的发展
。

有报道
〔̀ 勺
认

为焊尘中锰不以M n O或M n O
Z

形式存在
,

而是

以四氧化二铁锰 (M n F e Z
O

4

) 尖晶石型晶体存

在
,

其一般不引起锰中毒
,

但是否有促进肺纤

维化的作用
,

有待研究
。

三
、

肺组织游离 5 10
2

含量分析

现场铁锈尘中51 0
2

含量与焊尘中的含量相

似
,

一般在 1。%以下
。

经对该厂现场铁锈尘游

离51 0
2

含量红外法测定为 8 %
,

3 例尸检肺游

离51 0
2

含量也明显低于矽肺与矽酸盐肺组 (表

4)
,

与尘灶 S EM
一

ED X A硅的分析结果一致
。

尸检肺灰化片偏光镜检查未见典型 双 折 光矽

粒
。

因此难以肯定游离 51 0
:

在铁尘肺发病中的

直接作用
,

是否可能微量的5 10
2

与F e
、

M n 同

时存在
,

促进 了肺的纤维组织增生
,

是值得注

意研究的课题
。

含铁粉尘与肺癌的发生在 电焊工人中已有

报道
〔 ’ 2 , 。

笔者曾调查该厂已死亡的14 例电焊工

中
,

有 9例死于肺或其他器官恶性肿瘤
。

本文

3 例中有 2 例分别死于肺 癌 和 肝癌
,

另 1 例

( A
一8 6 0 2) 临床诊断为红白血病

。

看来
,

含铁粉

尘与肿瘤发生的关系应引以重视
。

1
.

D说 g
,

A
.

.T

1 9 3 6 ; 1 : 7 7 7
.

2
.

E n z e r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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缥 丝 女 工 的 健 康 危 害

四川安岳县卫生防疫站 陈岳生

1 98 8年 7 月
,

我们对安岳县龙台
、

双河 口
、

李家

缥丝厂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和 15 43 名缥丝女工健康

检查
,

结果如下
。

各厂前缥
、

返丝
、

煮茧车间的温度为 2 6
.

8一 3 7
.

6

o

C
、

湿度为 7 9
.

7一 9 0
.

3%
。

1 5 4 3名受检女工中
,

自觉症状主要有头痛
、

头昏

8 82人 ( 57
.

2% )
,

失眠多梦 791 人 ( 5 1
.

3% )
,

记忆力减退

636人 ( 4 1
.

2% )
,

痛经 6 0 4人 ( 3 9
.

1% ) ,

疲乏无力 4 7 6人

( 30
.

8% )
,

食欲下降 2 8。人 (1 B
.

1% )o 临床表现 主要有

手足浸渍糜烂性皮炎1 0 8 6人 ( 7 0
.

4% )
,

关节痛 682 人

( 44
.

2% ) ,

水泡型浸渍糜烂型手足癣 52 6人 (8 4
.

1% ) ,

接触性皮炎 2 6 8人 (1 .7 4% )
。

前缴车间的女工与选剥
、

煮茧
、

返丝等车间的女工在浸演糜烂性皮炎
、

水泡型

浸渍糜烂型手足癣
、

接触性皮炎方 面 有 明 显 差 异

(P < 0
.

0 1 )
。

本文发现
,

缥丝女工在缥丝半小时后
,

手指 (脚

趾 ) 缝皮肤出现浸软
、

肿胀
,

继而发白起皱
,

严重者

出现糜烂渗液和糜烂面
,

并伴有灼痛感
。

接触性皮炎

患者症状皆轻
,

主要在手
、

腕
、

颈
、

手臂和下腿部出

现边界清楚的红斑与丘疹
。

本文观察
,

浸渍糜烂性皮

炎
、

接触性皮炎和浸溃糜烂性手足癣患者
,

在清洗
、

休息 3 天后
,

症状明显缓解
。

本文 认 为
,

蚕 茧
、

大

碱
、

水玻璃
、

乙醚
、

甲醛等缥丝原料和辅助材料
,

以

及高湿
、

高温作业环境是致缥丝女工发生浸渍糜烂性

皮炎
、

接触性皮炎和浸渍糜烂型手足癣的直接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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