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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肺功能与动脉血气分析的研究
’

史志澄
’
徐希娴

,

张利成
’

张漪晴
`

何春喜
,

李忠信
’

提 要 本文对 88 例矽肺病人和37 名接尘工
.

人进行了肺功能和动脉血气分析
,

结果表明各期矽肺的

V℃
、

F v C
、

F E V I 、

MM F
、

F E V口F V C均值低于接尘组
,

而异常检出率则高于接尘组
,

通气功能的下降呈

进行性
,

但早期不很明显
,

与接尘组无显著差异
。

各期矽肺组 V so 及V “ 均有明显降低
,

显示早期即有小气

道 的广泛损害
。

矽肺的通气功能损害类型
,

I 期矽肺组以阻塞型多见
,

I
、

l 期矽肺组 以混合型为主
。

RV 和RV / T L C 在 I 期矽肺组有明显增高
,

表明矽肺晚期多并发肺气肿
。

另外D L c 。和K c 。在各矽肺组均

低于接尘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说明矽肺早期即可有弥散功能的损害
。

血气分析表明P a O Z及 S at O : 降低主

要见于 I
、

1
.

期矽肺
。

I 期矽肺组有 1/ 3患者 ( 3 3
.

3 3 % ) 在有低氧血症的同时合并有高碳酸血症
。

对比肺

功能 和血气分析结果
,

认为通气功能指标 F E v : 、

F E v :
/ FVC

、

vC
、

F vC
、

M M F 以及补散功能指标

D L co 用 K co 为早期反映矽肺呼吸功能的灵敏指标
。

血气分析对病情和预后的判断有重要参考价位
。

关键词 动脉血气分析 弥散功能 低氧血症 高碳酸血症

为了了解各期矽肺患者呼吸功能损害的程

度及其动态演变规律
,

我们对 88 例矽肺患者和

37 例接尘工人进行了肺功能和动脉血气分析的

测定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

测定对象

全部测定对象均为矽尘作业的男性工人
,

主要工种包括矿山采掘
、

隧道施工
、

石粉研磨
、

,耐火材料制作
、

石匠
、

陶瓷及铸造等
。 _

工龄 6

~ 47 年
。

根据胸部 X线所见
` ,

将全部受检考分

成四组
。

A
.

接尘组 共 37 例
,

平 均 年 龄 5 2
.

6岁

( 3 6~ 5 9 )
。

2 8例胸部 X 线正常
,

9 例肺纹理

稍增重
,

但仍在正常范围
。

B
.

I 期矽肺组 共 31 例
,

平均年龄 52
.

5

岁 ( 3 a~ 6 1)
。

包括 I 期 1 0例
,

I
+ 2 1例

。

C
.

I 期矽肺组 共力例
,

平均年龄54
.

8

岁 ( 4 3~ 6 7 )
。

包括 I 期 12例
,

I
+ 1 8例

。

D
.

I 期矽肺组 共 27 例
,

平均年龄 5 5
.

3

岁 ( 3 8~ 6 7 )
。

包括 l 期 1 5例
,

I
+
12例

。

二
、

测定方法

采用 日木 C H E S T 及西德 J俄笋r肺功能仪进

行肺功能测定
。

测定前各项指标均 进 行 了标

定
。

测定指标包括肺活量 ( V C )
、

用力肺活量

( F V C )
、

第一秒时间肺活量 ( F EV
,

)
、

第一秒时

间肺活量 占用力肺活量比值 ( F E v
,

/ FVC % )
、

最大呼气中期流速 (M M F )
、

最大呼气峰流速值

( P E F R )
、

各百分肺活量位的最大呼气 流量

( V
7 5 、

V
S 。 、

V
Z ,
)

、

残气 ( R V )及残气与肺总

量之比值 ( R V / T L C% )
、

一氧化碳 弥 散 量

( D L co )及弥散常数 ( K Co)
。

血气分析系卧位采取股动脉血
,

用R a id }

m et e1’ A B C I 型血气分析仪测定
。

选取血液

酸碱度 ( p H 、 、

氧分压 ( aP q )
、

血氧饱和

度 ( S a t O
:

)
、

二氧化碳分压 ( p a C O
:

) 等项 目进行

分析
。

各项肺功能指标及血气分析指标的测定结

果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学计算处理
,

并通

过卡方分析方法
,

分析各组均值之间差异的显

著性
。

结 果

各组通气功能
、

残气及弥散功能测定结果

本文为
“
七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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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组间 t测验结果分别见表 1和表2
。

表 3

为各项肺功能指标异常检 出 率 比 较
。

表 4为

M EF V测定结果
。

从表 1
、

2
、

3可 以看出
:

( 1) 各个矽肺组的通气功能指标 ( VC
、

F VC
、

F E V
, 、

F E V
,

/ F V C %
、

MM F ) 均值均低于接

尘组
,

并随着期别的增加呈进行性下降
,

而上

述各指标的异常检出率则呈进行性增加
。

( 2 )

V C
、

F V C
、

M M F
、

F EV
I

在接尘
、

I
、

I 期

矽肺组之间相互均有显著差异
,

但接尘组与 I

期矽肺组
、

I 期与 I 期矽肺组之间则无显著差

异
。

F EV
,

/ F V C %则各组之间均有显著差异
。

( 3 ) D L co 和 K co 均值
,

各矽肺组均低 J
二

接尘

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但 I
、

I 期矽肺和 I
、

I 期矽

肺之间则无明显差异
。

( 4 ) R V 和 R V / T L C

随矽肺期别的增高而增加
,

接尘组与 I
、

I 期

矽肺组差异无显著性
,

与 I 期矽肺组有显著差

异
。

( 5 ) V
, 。

和 V
2 5 ,

I
、

I
、

I 期矽肺组

与接尘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

衰 1 各组通气功能
、

残气和弥散功能测定结果 (X 士 S D )

接尘组 ( )A

仇
二 3 7)

I 期矽肺组 ( B ) I 期矽肺组 ( C ) I 期矽肺组 (D 》

侧定指标

仇
= 3 1) ( n = 3 0) ( fl = 2 7 )

57395522

V C (L )

F V C (L )

F E V i ( L )

F E V i / F V C (% )

M M F ( L )

R V (L )

R V T/ L C (% )

D L伪 (m l /m in / m m Hg )

K co

4
.

Ol t O
.

55

3
.

9 1 土 0
.

5 4

3
.

1 5士 0
.

42

8 0
.

6 9土 5
.

0 4

2
.

5 2士 0
.

3 4

1
.

8 4土 0
.

4 9

32
.

6 5 土 9
.

7 0

2 8
.

2 5士 5
.

4 8

5
.

3 2士 1
.

1 1

4 5士 0
.

8 7

4 8 士 0
.

8 8

2
.

5 5士 0
.

7 8

7 1
.

2 8 士 1 1
.

0 1

2
.

4 Q士 0
.

4 1

1
.

8 8士 0
.

4 6

3 3
.

8 7 土 8
.

6 4

2 1
.

2 8 土 6
.

4 6

4
.

6 1 士 1
.

2 3

3
.

3 7 士 0
.

6 6

3
.

3 8 土 0
.

7 1

2
.

4 7 士 0
.

8 1

6 8
.

4 1 士 8
.

7 6

1 8 6 士 0 3 8

2 0 4 士 0

35

2 2

3 3土 8

C 6 士 6

5 8士 1

2
.

9 6 士 0
.

5 4

2
.

9 2 士 0
.

56

1
.

9 5 士 0
.

6 7

6 1
.

9 8 土 1 1
.

QS

1
.

6 1 士 0
.

4 6

2
.

5 6 士 0
.

8 4

37
.

2 1土 ?
.

8 5

1 8
.

1 3土 5
.

分0

4
.

4 8 士 1
.

05

衰 2 各组 间 t 测验结果 ( P值 )

各组均数的两两 比较

称

—

一
A : B A : C A : D B : C B : D C : D

△△一△V C

F V C

F E V r

F E V : / F V C (% )

M M F

R V

R V / T L C (% )

D L e o (m l / m i n /m m H g )

K e o

△

△

△

△△

△

△△△

么

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 0

.

0 1 , △ : P ( 0
.

0 5 , 一
:
P ) 0

.

0 5

为了解矽肺肺功能损害类型
,

我们 把 V C

和 F EV
:

分别占预计值的80 % 和 70 % 以下
,
作

为异常检出的界限
,
结果见表 5

。

由表 5 可见

I 期矽肺组以阻塞型最多见 ( 2 5
.

81 % )
,

其次

为棍合型 ( 19
.

3 5% )
,

而 I
、

I 期矽肺组均以混

合型 占首位
,

分别达。 0
.

0 0%和 40
.

74 %
,

阻塞

型其次
,

分别为 23
.

33 纬和 29
.

63 %
。

有关各组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和低氧血症及

高碳酸血症发生率比较见表 6
、

表 7
。

由表 6
、

表 7 可见 ( 1 ) 与接尘组比较
,

I
、

I 期矽肺组 aP O
:

及 S时O
,

均有显著差异 ,

( 2 ) p H及 P别CO
I

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 ( 3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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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各项肺功能指标异常检出率比较

接 尘 组 矽肺 组

指 标 异常检 出界限(% )( 11= 37 )

例数%

I期( n= 3 1)

例 数%

1期仇
= 30 )

例数%

I期( n=2 7 )

例数%

P

0 10 Q 1 l000 111Q I00 110 <000 Q <<<<QQ <<00 <<V C

F V C

F E V盆

F E V r/F V C( 万 )

M F F

R V

R V /T L C(% )

D Le o

Ke o

<80

<8 0

<0 7

<7 5

<4 0

>4 10

> 1 3 5

<8 0

<8 0

8 3
。

1 1

8 3
.

1 1

5 1 3
.

5 1

6 6 1
.

2 2

4 10
.

8 1

2 5
.

4 1

2 5
.

4 1

2 5
.

4 1

2 5
.

4 1

72 2
.

59

9 6 1
.

3 5

1 1 3 5
.

48

8 2 5
.

8 0

5 16
.

1 3

4 2 1
.

9 Q

9 6 1
.

3 5

4 2 1
.

9 0

6 19
.

3 5

2 4 10
.

0 0

1 34 3
.

3 3

1 5 50
.

0 0

4 1 3 3
.

3 3

72 3
.

3 3

9 0 3
.

0 0

1 16 3
.

6 6

2 2 1 1
.

9 0

4 4 16
.

7 6

2 7 17
.

78

2 8 3 5
.

9 1

2 17 7
.

8 7

2 4 8 8
.

8 9

2 8 3 5
.

9 1

1 34 8
.

1 5

1 5 5 5
.

56

2 0 74
.

7

2 4 8 8
.

8 9

衰 4

月定指标

( L / / s m)

P E F R

V7,

亏
. 。

幸
: ,

各组 M E F V测定结果

接尘组 ( )A I期矽肺组 ( B )

( X 士 S D )

I 期矽肺组 ( C ) I 期矽肺组 ( D )

P

( n 二 3 7 ) (n 二 3 1 ) (n 二 3 0) 仇
“ 2 7)

4
.

2 7 土 1
.

4 5

3
.

8 1上 1
.

2 4

2
.

1 4士 0
.

9 2

1
.

3 6 士 Q
.

6 7

4
.

1 6 士 1
.

4 8

3
.

6 8士 1
.

3 1

1
.

6 1土 0
.

5 6

1
.

1 4土 0
.

4 9

.

5 5士 1
.

3 4

.

8 8土 1
.

26

1
。
0 2士 0

。
3 4

0
。

阅 土 0
。

2 2

2
。
56 士 0

.

8 4

1
.

9 1 士 0
.

6 8

0
.

8 8士 0
.

2 7

0
.

38 士 0
。
1 4

< 0
.

0 1

< 0
.

0 1

< 0
。
OQI

< 0
.

0 0 1

襄 5 各组肺功能障碍类型

接 尘 组

类 型

(n
= 3 7 )

例数 %

正常

限侧

阻塞

很合

3 7 1 0 0

矽肺组

I期 (n
二 3 1) I 期 ( n 二 3 9) I 期 (n 二 2 7)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1 4 4 5
。
1 6 9 3 0

。
0 0 2 7

。
4 1

3 9
。
6公 5 1 6

。
6 7 6 2 2

。
2 2

8 2 5
.

8 1 7 2 3
。
3 3 8 2 9

.

6 3

6 1 9
.

3 5 9 3 0
.

0 0 1 1 4 0
。
7 4

衰 6 各组动脉血气分析结果 (X 士 S D )

组别 例致 声 aP O : (m m H乡 S at O Z (% ) P aC O : (m m H g)

抉生姐 ()A

I 期矽肺组 ()B

, 期矽肺 组 c( )

l 摘矽肺组 ( D )

7
。
4 2土 0

。

03

7
。
4 1士 0

。
0 4

7
。
4 1士 0

。
0 4

7。 3 9土 0
。
0 5

9 5
。
4 5士 5

。
1 2

9 3
。
6 3土名

。
6月

8 ,
。
1 6士 1 0

。
2乞̀

8 4
。
9 2土 11

。
4 3

9 7
。
6 6土 9

。
8 5

9 6
。
3 6士 1 0

。 2 1

9 2
.

2 5士 9
。
7 C.

8 8
。
3 0士 1 1

。
1 3 .

35
。

2 1士 1
。
6 0

3 5
。
6 3 士 3

。

4 2

3 5
。
8 2 士 4

。
2 5

3 4
。
1 4土 4

。

6 1

373130灯

.
P < 0

.

0 1 山 P <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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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发生率比较

低氧血症中 高碳 酸血 j汇二
组 别 例数

例数 例 数

接尘组( A )

I期矽肺组( B )

I期矽肺组( 自

I期矽肺组D ( )

3 Q

2 7

0

1 2
。

90

3 5
。

4 8

6 6
。

6 7

Q

6
。

6 7

3 3
。

3 3

人口八甘口山Oé0 4111 8
,.,几no叹甘

. P a O : ( 9
.

4k P a ( 7o m m H g ) 二 P a C O Z ) 5
.

3k P a (凌o m m H g )

低氧血症发生率随矽肺期别的增 高 而 增加
,

I
、

I
、

I 期矽肺组之间
,

差异有显著性 , ( 4 )

, 期矽肺组高碳酸血症 占1/ 3 ( 33
.

33 % )
。

讨 论

肺功能测定结果表明各期矽肺病人的各项

通气功能均值均低于接尘组
,

且随着期别的增

高而呈进行性降低
,

但 I 期矽肺组的通气功能

降低并不明显
,

表现为与接尘组比较 V C
、

F V C
、

F E v
,

的差异无显著性
,

仅 F EV
,

/ F V C 和MM F

的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

05 )
,

并且上述各指标

的异常检出率也不 高
,

介 于 8
,

11 ~ 抢
.

22 %之

间
,

说明矽肺早期对通气功能的影响较小
,

但

随着肺纤维化的进展
,

l 期和 1 期矽肺组的各

项通气功能指标的均值均明显降低
,

异常检出

率显著增高
,

不仅与接尘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 。
.

0 1 )
,

而且与 I 期矽肺组 比较也 有 显 著

性差异 ( P < 0
.

05
,
P < 0

.

0 1 )
。

再从通气功能

的损害类型来看
,

I 期矽肺组以阻塞型为主
,

而 l
、

l 期矽肺组则均 以棍合型为主
,

说明晚

期矽肺时在肺弹性减退
、

容积缩小的问时往往

伴有较明显的广泛气道损害
。

这也与石棉肺时

以限制型损害为主
〔” ,

煤工尘肺时以阻塞 型 损

害为主
〔 , ’

有所不同
。

R V和R V / T L C 的测定结果显示 I 期和 I

期矽肺组与接尘组比较
,

均值虽有所增高
,

但

并无显著性差异
,

而 I 期矽肺组则有较明显的

增高
,

不仅与接尘组有显著差异
,

而且 I 期矽

肺组与 I
、

I 期矽肺组之间也有明显差异
,

这

证明肺气肿是晚期矽肺的常见并发症
,

也是引

起肺代偿功能减退的重要 原因
。

弥散功能的测定结果
,

发现各期矽肺组与

接尘组比较
,

均有显著差异
,

特别是早期 K 。。

的下降较D L co 的降低更明显
。

矽肺病人 由 犷

肺泡及间质的广泛纤维化
,

肺泡融合
,

广泛的

毛细血管闭塞
,

气体分布不均
,

使得弥散面积减

少
,

血流量减低
,

通气 / 血流比例缩小
,

这是产

生弥散功能降低的基础
,

而晚期由于并发肺气

肿
,

从而更加剧了弥散功能的损害
,

D L co 和K c 。

的下降更为 明显
。

我们认为矽肺时弥 散 功 能

的损害尽管不像石棉肺那样出现的早
、

具有特

征性
” ,

但弥散功能的损害仍是矽肺时换气功

能损害的重要和较早期的表现
,

因此在全面评

价矽肺患者肺功能损害的程度时进行 D L co 和

K co 的测定是很必要的
。

不少学者注意到矽肺时小气道的损害
,

如

日本的三品
` 3

研究了常规通气功能正常的矽肺

病人的小气道功能
,

结果发现 41 例
`
卜 V

S。

/H
、

V
: ,

/H 和V
, 。

/ V
Z̀

的异常率分别为 65 %
、 4 5%和

5 8%
,

本文的测定结果同样也证实各期矽肺病

人的从
。

和 V
Z、

异常率很高
,

但已知吸烟可损伤

小气道
,

而本文大多数患矽肺的矿工均有多年

的吸烟史
,

其小气道功能异常
,

我们认为不能

用矽尘的单
`

一

影响来解释
,

更可能是矽尘和吸

烟的缘合作用
。

切脉血气分析结果表明接尘组与各期矽肺

组
,

以及 I
、

I
、

I 期矽肺组之间动脉血 p H 和

aP C O
:

均无显著性差异
。

然而
,

P a O
,

和 aS t O
:

则随着矽肺病期的进展而逐步降低
。

I 及 ! 期

矽肺组与接尘组和 I 期矽肺组比较
,

差异有显

著性
,

且发现 P a O
:

的降低较之 S at O
Z

的降低略

早
,

也较明显
。

I
、

I
、

l 期矽肺组的低氧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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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分别为12
,

9 %
、

35
.

48 % 和66
.

67 %
,

高

碳酸血症的发生 率 分 别为 O %
、

6
.

67 % 和

33
.

33 %
,

说明矽肺早期仅有少数病人产 生 轻

度的低氧血症
,

属 I 型呼吸衰竭
,

但随着病期的

增高
,

低氧血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增加
,

且

有 1 / 3病人伴高碳酸血症
,

属 I 型呼吸衰竭
。

近年来
,

日本修订的尘肺法规定
,

发现小

气道功能异常者
,

需进行血气分析
,

以判断呼

吸功能障碍的程度
。

美国劳动部也提出动脉血

气分析可作为矿工肺功能损害劳动能力鉴定的

一项指标
〔 5 1。

对照本文的通气功能 和动脉血气 分 析 结

果
,

我们发现无论是 aP O
Z、

aS tO
Z

和 P别e o
:

指

标在务期矽肺的异常发生率均低于 通 气功 能

指标 F E V
,

/ F V C
、

M M F
、

F E V
, 、

V C
、

F V C

及弥散功能指标D L co 和K
c 。 ,

因此我们认为静

息状态的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尽管对 于判断矽肺

病人的肺功能损害程度和病情预后上有重要意

义
,

但不是一项能早期反映呼吸功能损害的敏

感指标
。

因此评价矽肺病人的肺功能损害程度

的代偿功能分级
,

主要应根据通气功能和弥散

功能指标进行评定
。

今 考 文 献

。

史志沮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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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

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1 9 8 9 ;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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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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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琳
,

等
。

石棉作业工人肺功能研究
。

中华劳 动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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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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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晓蓉
,

等
。

石 棉工人肺弥散 t 和通气功能 的探 讨
.

中

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1 9 5 5 , 6 ( 2 )
:
6 9

.

.

三品陆 h
,

他
、
矽肺病人小气道功能研究

.

日本胸部临床

1 9 7 6 , 35 : 6 6 2
.

.

M o r gan W K C
, e t a l

.

R e s P i r a t o r y d i s a bl il y in

co 公 m i en r s J A M A 1 0 8。 , 2 4 3 ( 2 3) : 2 ` 0 1
.

急性有机磷中毒并发心房纤颤 1 例报告

南昌市职业病防治所职业病科 ( 3 3。。。 6) 吴 苇

急性有机磷中毒可并发多系统损伤
,

但并发心房

纤颤却不多见
。

现将我科收治的生产性急性中度有机

碑中毒并发心房纤颤 1例报告如下
。

病 例 报 告

蔡某
,

男
,

44 岁
,

住院号 0 0 2 2 1
。

患者系某农药厂

粉剂车间配料工
,

本工种工龄 20 年
,

既往无急
、

慢性

职业中毒史及心脏病
、

高血压史
。

近两年车间生产正

常
,

产品主要为虱螟灵 ( 以 2 % 的 1 6 0 5原油 + 2 % 稻

瘟净 + 陶土为原料 )
。

1 9 8 9年 7 月 8 日上午 9 时
,

患

者与另一工人身着单衣
,

在通风不良的车间虱螟灵生

产线更换防尘袋
,

工作 1小时后
,

同时出现头 昏
、

胸

闷
、

心悸
、

大汗
、

恶心呕吐
、

站立不稳等症状
,

当即

被送往厂卫生所 进行冲洗及阿托品 1 毫克皮下注射等

处治
。

该患者因症状未缓解而急诊送入我科
,

以
“

急

性有机磷中毒
”

收入院
。

入院体检
:
体温36

.

o8 c
,

心

率84 ~ 1 02 次 /分
,

心音低钝
,

心律绝对不齐
,

心音强

弱不匀
,

心率快慢不一
,

各瓣膜听诊区无杂音 , 脉搏

短拙
,

呼吸 z2 次 /分
,

血压 1 4 / l o k P a ,

两肺呼吸音清

晰
,

无罗音 , 神志清楚
,

基本合作
,

呈急 性 痛 苦面

容 . 大汗琳演
,

皮肤湿冷
,

眼结膜充血
,

暄孔缩小如

针头
,

巩膜无黄染 , 腹平软 肝脾未触及
,

两下肢排肠

肌可见明显展颇 , 发病 24 小时内血胆碱醋酶测定为 15

单位 (纸片法正常值 30 一 80 单位 ) , 心电图所见
:

各

导联 P波消失
,

代以一系 列大小不 匀
,

形态不 同
, 、

间

隔不等的 f 波
,

心房率 3 74 次 /分
,

心室率 102 次 /分
·

S一 T 段下降
,

T波低平
。

综合病因
、

临床表皿及心 电即

所见
,

诊断为急性中度有机磷中毒并发心房纤 颤
。

治疗

按有机磷中度中毒选用阿托品及解磷定
。

用药 7 小时

后心率减慢
,

转复窦性
,

心肌缺血及毒覃碱样
、

烟碱

样症状明显改善
。

维持使用阿托品 1 7天 (共用阿托 品

2 8
.

7毫克 ) 后复查心电图为窦性 合律
,

心肌 缺 血 消

失
,

痊愈出院
。

讨 论

有机磷中毒可产生多种并发症
,

如中毒性肺炎
、

肝炎
、

肾脏及心脏损害
,

本例并发心房纤颇 实 为 罕

见
。

患者既往无 心脏疾患
,

本次有明确的有机磷急性

中毒史及典型中毒征象
,

同时伴有心房纤颤
,

符合急

住中度有机磷中毒并发心房纤颤的诊断
。

该病例未按

内科房颤 应用洋地黄等抗心律失常药物而 禁 用 阿 托

品的治疗常规
,

单独选用杭胆碱药阿托品及解磷定积

极治疗 ` 7 小时内使用阿托品 12 毫克 )
,

随中毒症状

的改善而房颤转为窦性心律
,

此可能与中毒 症 状 控

制
,

阻断胆碱能节后纤维所支配的效应器上的M型受

体
,

改善 了心脏血液循环及传导障碍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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