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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要 本文采用呼吸性粉尘 与总粉尘同步对照监测方法
,

计算出两种粉尘浓度比值
:

岩尘为

:1 4
.

6 , 煤尘为 :1 22
.

3
。

把历年总粉尘浓度值转换为呼吸性粉尘浓度值
,

用寿命表法分析呼吸性粉尘

接尘量与尘肺发病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剂量
一
反应关系回归方程

:

掘进工为 Y 二 3
.

3 75 7 1召X 一 2
.

6 66 6

( r = 0
.

95 85 ) , 采煤工为 Y 二 7
.

2 38 3 L g X 一 8
.

77 9 3 汀
二

0
.

975 1)
。

由此推算出
:
呼吸性岩尘 (含游离

S泊
, 3 8

.

2% ) 容许浓度为 1
.

18 m g /m , , 呼吸性煤尘 (含游离 51 0 : < 5% ) 容许浓度为 1
.

2 7m g /m ,o

作者力图能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呼吸性粉尘浓度卫生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

关工词 呼吸性粉尘 尘肺 剂量
一
反应关系 煤矿

粉尘生物学作用表明
,

只有吸入到肺内并

沉积下来的粉尘 (称为呼吸性粉尘 ) 才有可能

引起尘肺病
。

国外研究揭示呼吸性粉尘浓度与

尘肺发病率密切相关
。

许多国家已采用呼吸性

粉尘的卫生标准
。

国内有的学者已在呼吸性粉

尘的现场监测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一 ” 。

为了

为我国制定呼吸性粉尘卫生标准提 供 科 学依

据
,

我们对煤矿呼吸性粉尘与尘肺发病率的剂

量
一
反应关系进行了研究

。

材料和方法

煤矿历年呼吸性粉尘浓度的推算
:

用美国

( T is ) 制造的 3 5 0 0型呼吸性粉尘采样器与镇江

煤 田机械厂制造的滤膜测尘法总粉尘防爆采样

器同步
,

对照监测
。

具体做法
:

各采样点总粉

尘监测 10 或 15 分钟
; 同时进 行呼吸性粉尘采样

,

1次邝分钟或 5 分钟
,

每点测三次
,

取平均值以

资比较
。

采样时两种仪器采样头紧密靠近 (在

3 c0 m 内 )
,

朝 向一致
。

监测后
,

求出两种粉

尘浓度比值
。

将历年掘进工作面和采煤工作面

的总粉尘浓度按比值换算为呼吸性粉尘浓度
。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采用焦磷酸重量法测定
。

发病率的调查
:

以 1 9 5 5年以后参加工作
,

一生中辅助工种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分之一的掘

进 J
一

和采煤工作为研究对象
。

一生中当过掘进

工又当过采煤工的被删除
。

尘肺者依据 1 9 8 6年

国家尘肺诊断标准诊断
,

明确为 I 期以上 的尘

肺
。

接触量 的计算
:

接尘工龄是 自开始接尘至

第一次诊断为尘肺或非尘肺者至最后一次照片

的时间
。

由推算出的各年平均呼吸性粉尘浓度

和工人掘进或采煤工龄年月计算呼吸性粉尘接

触量
。

50 年代及 60 年代初测尘资料不全
,

我们

参考有关资料以及与有关人员共同商定补救办

法
:
掘进工种用干式作业的 63 年的粉尘浓度代

替粉尘污染相近的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的粉尘浓

度值; 采煤工作面在 1 9 6 4年以前与 目前社队煤

窑近似则参考有关社队煤窑煤尘浓度
L̀ 一 ` ,

推算

代替值
;
辅助工种呼吸性粉尘浓度定为 占掘进

1/ 8
,

占采煤 1/ 5
。

按 《粉尘容许浓度的现场调查研究方法》

中寿命表法分析呼吸性粉尘浓度与尘肺发病关

系
,

推算煤矿呼吸性煤尘和呼吸性岩尘的最高

容许浓度
、

” 。

结 果

用对照监测方法计算出呼吸性 粉 尘 与 总

粉尘浓度比值岩尘为 :1 4
.

6
,

煤尘为 :1 2 2
.

3

(见表 1 )
。

经相关分析
,

均 呈 显 著 相 关

( P < 0
.

0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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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呼吸性粉尘与总粉尘浓度比值

采样点 样品致 比值

岩巷掘进

回 采

2 1 6 1 : 4
.

6 ( 2
.

3 1 2 1 : 2 2
.

6 ( 8

7 ~ 1 8
.

6 )

.

0 ~ 3 4
.

5 )

由呼吸性粉尘与总粉尘比值推算出的历年

平均呼吸性岩尘和呼吸性煤尘浓度如 表 2 所

示
。

岩尘中游禽二氧化硅含量为 38
.

2 % ; 煤尘

为4
.

3 2 %
。

衰 2 历年呼吸性粉尘浓度推算值 (m g /m 3 )

样品数 总粉尘 呼吸性粉尘 样品数 总粉尘 呼 吸性粉尘

峨̀j吸1二1二,二,二嘴二
月成月̀,办妇̀,臼勺̀岛̀

.

……
ō勺一勺丹O品

J曰几O,叨勺口
ē口̀Un甘Q甘月O八Un甘八自甘O确幻

..

…
n.八.̀眨咭甘通
ù公之.01一d.二1ǎ1 95 5 ~ 1 9 6 2

1 9 6 3

1匀64

1 9 6 5

1 9 6 6

1 9 67

1 9 6 8

1 9 6 9

1 97 0

1 9 7 1

1 97 2

1 97 3

1 97 4

1 97 5

1 9 7 6

1 9 7 7

1 9了8

1 37 9

1 9 8 0

1 9名1

1 9 8 2

1 98 3

1 98 4

1 9 8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5
.

0 8

3 2
、

6 0

3 2
.

6 0

3
.

05

1
.

2 4

1
.

0 1

1
.

1 1

1
.

4 5

1
.

4 8

1
。

4 1

2
.

01

1
.

9 8

1
.

3 8

2
.

1 6

2
.

07

2
.

2 3

1
.

3 0

1
.

2 5

1
.

3 3

1
.

5 1

1
。

2 5

1
.

Q4

1
.

4 5

0
.

7 4

1
.

7 2

1
。

0 1

0
。

5 4

0
。

5 1

1 2 8
.

1 0

1 2 8
.

1 0

7 1
.

6 3

7 1
.

6 3

7 1
.

63

7 1
.

6 3

7 1
.

6 3

7 1
.

6 3

7 1
.

63

7 1
.

6 3

7 1
.

6 3

5 8
.

8 2

3 6
.

7 8

7 2
.

5 6

1 1 8
.

3 4

6 2
.

6 2

3 5
.

1 2

4 7
.

7 6

2 5
.

5 9

3 0
.

1 6

3 5
.

5 5

4 0
.

0 4

1 9
.

1 6

1 4
.

1 6

1 8
.

1 1

1 6
.

8 3

1 5
.

5 1

3
.

2 1

红跳跳6365邓2981盯14托33砖
啥U
3
,口
2
. .几.01勺2
. .孟
2
,1. .1,1

Rō0.56
呼-月七丹̀盛q,ìn甘

. .

…
八O内Q0U

511262318“526
.

3 4

9249肠72989Q邪
O。
90
ù勺.勺6
丹O

3住54323647305、8511么9么宫:13翻r公引r七翻8别别:3翔

1
.

7 9

魂0tJ,二,二O叶OU目O一Xù钾̀目心
. .

…八.自U

7678674291“60365魂6a7遵242

35

3 4

6 4

3 0

2 0 1

2 1 4

6 4

1 6

2 5

6 0

2 4

3 2 6

2 8 4

6 0

!!
匕幼

65月含口.

棍率单位

按寿命表分别计算掘进工和采煤工尘肺累

计发病率 (见表 3
、

表 4 )
。

将呼吸性粉尘接尘量与尘肺发病关系直线

化处理
,

接尘量与累计发病率转换值见表 5
、

表 6
。

用最小平方法求各组呼吸性粉尘接尘量上

限值和累计发病率对应的概率单位之间关系的

回归方程
:
掘进工为 Y = 3

.

3 7 5 7L盯
一 2

.

6 6 6 6

`
.

一
.
~ 二

翻进工

采级二 卢

知
了

.

护尹代
.

,

一 F
,
份

. /

, ,

_ /
盼 `

叮 .
/ 叮 .

4 0 . 0 皿0 10 0 1 2 0 1` 0 16 0、二 20 0

20 JO 4 0 ` 0 ` 0 70 . 0 90 10 0

抽趁

采任

(护二 0
.

9 5 8 5 )

8
。

7 7 9 3 (犷 =

采煤工为 Y
= 7

.

2 3 8 3 L g X -

0
.

9 7 5 1 ) (关系 曲线见图 )
。

接尘 t 上限值 ( 以对数为单位 ,

图 煤矿工人呼吸性粉 尘接 尘 t 与累计发病率关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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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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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工呼吸性粉尘接尘量与发病关系

观察

人数

Ix

发病

人数

A X

纠正

人数

I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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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q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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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接 尘

采煤工呼吸性粉尘接尘量与发病关系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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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5 掘进工呼吸性粉尘接尘量

与累计发病率转换值

衰 6 采煤工呼吸性粉尘接尘量

与累计发病率转换值

接尘里 接尘量上限值对致 累计发病率 概率单位 接尘量 接尘 量上限值对数 累计发病率 概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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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人一生工作30 年计算
,

发病为 1 %
,

每年接触呼吸性岩尘平均浓度为 1
.

ll m g /m
, 、

呼吸性煤尘平均浓度为 1
.

27 m g/ m
, 。

当 发 病

率为 0
.

5 %
,

则每年接触呼吸性岩 尘 平 均 浓

度为 。
.

9 7m g/ m
, ; 呼吸性煤尘 平 均 浓 度 为

1
.

1 7 7m g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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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利用过去累积的资料研究呼吸性粉尘与尘

肺发病关系
,

需要把过去总粉尘资料推算成呼

吸性粉尘资料
,

尚要 了解这两种浓度的比值
。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在呼吸性粉尘与总粉尘关系

方面做过很多研究
。

总的看来在一定的生产条

件下
,

呼吸性粉尘与总粉尘 比例是比较稳定的

可以根据总粉尘浓度估算出呼吸性粉尘组分
。

但这种关系也可因粉尘的种类
、

生产方式和粉

尘扩散条件等变化而不同
。

国外研究结果表明

各种粉尘在不同条件下比值在 1 : 2 至 1 : 30 之

间
`
,,)

。

国内学者研究提出呼吸性粉尘与总粉尘

的比值
:

铸造粉尘 1:9
.

9 , 滑石粉尘 1: 16
.

6 3 ,

玻璃粉尘 1: 8
.

3 ; 木材粉尘 1:6
.

2(s
, ; 煤矿粉尘

:1 3 〔

气 水泥粉 尘 :1 3至 :1 29 ,
平均 :1 7

.

2 ” 。

我们研究结果煤矿呼吸性粉尘与总粉尘浓度比

值
,

岩尘为 :1 4
.

6 , 煤尘为 :1 22
.

3
。

作者认为

在同一生产条件下测得的两种浓度比值
,

用来

推算该处历年粉尘资料的呼吸性粉尘浓度是合

适的
,

基于此比值受粉尘种类
、

生产方式等因

素的影响
,

不能用于不同地区
、

不同生产条件

的情况
。

呼吸性粉尘在卫生学上的意义早已为人所

知
,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 ( B M R C ) 在 1 9 5 2年

就采用
“

呼吸性粉尘
”

暂行标准
。

尔后美国
、

日本
、

西德等国也先后制定了呼吸性粉尘卫生

标准
。

如呼吸性煤尘 (游离二氧化硅 < 5% )
,

美国卫生标准为 Zm g/ m
, ; 日本为 l m g/ m

, 。

其

他含有 10 % 以上游离二氧化硅粉尘也有相应的

卫生标准
`的 。

我国现行的粉尘卫生标准均是指

总粉尘而言
。

本次研究用寿命表法推算出
:

呼

吸性煤尘 (含游离二氧化硅 < 5 % ) 容许浓度

为 1
.

27 m g /m
, ,

介于美国和日本标准之间;

呼吸性岩尘 (含游离二氧化硅 38 % ) 容许浓度

为 1
.

18 m g/ m
3 ,

比美国
、

日本标准值高
。

作

者认为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历年粉尘资料和接尘

工人健康检查资料
,
研究呼吸性粉尘与尘肺发

病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加快我国呼吸性粉 尘 卫

生标准的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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