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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尘职业危害的随访研究
江苏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2 1。。 38) 哀家牛

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叶筝筝 沈贻 译 陆培廉

提 要 对谷尘职业危害进行的4 年随访显示
,

接触谷尘工人的急性刺激反应和肺功能急性改变随

车间空气中谷尘浓度下降而有所缓解
。

接尘工人肺功能的急
、

慢性改变均符合肺通气功能的阻塞性特征
,

主要表现为小气道流速下降
。

由于小气道流速测定可发现小气道早期病变和显示阻塞性通气功 能 障 碍

的损害程度
,

故本文认为小气道流速测定可考虑作为接触谷尘工人健康监护的早期检测指标
。

关键词 谷尘 粮工 肺功能 小气道

迄今为止
,

大量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证实谷 慢性支气管炎 (简称慢支 ) 和哮喘
。

尘可致接尘工 人的急性刺激反应和慢性呼吸道

疾患
“ 一 ` , 。

谷尘对工人的肺功能有急性影响
,

、

然

而对肺功能的慢性影响结论不一
t ” 6 , 。

1 9 87年我

们曾对上海市某粮食加工企业的接触谷尘工人

进行了职业卫生调查
〔 6〕 。

1 9 90 年该企业添置了

除尘设备并对原有设备进行了维修
,

从而增强

了吸尘效果
,

使车间空气中谷尘浓 度 有 所 下

降
。

19 9 1年调查 (与 1 9 8 厂年调查时 的 月 份 相

同 ) 是对这批工人的随访
,

旨在探讨
:

( 1 )

工人的急性刺激反应和肺功能急性反应是否随

着车间谷尘浓度降低而有所缓解
;

( 2 ) 前瞻

性调查接尘组和对照组四年来慢性呼吸道疾患

和各项肺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随访对象

1 9 8 7年曾调查某稻谷加工企业的接尘工人

66 名和对照 83 名
,

对照组是按照与接尘组的劳

动强度接近
、

年龄分布相似和吸烟量相近且无

粉尘毒物接触史的原则进行选择
。

四年后我们

对这些工人进行了随访
,

调查人 员和方法
,

使

用仪器和疾病的诊断同前
。

其中随访到接尘组

58 名 (随访率 8 7
.

9% )
,

对照组 7 1名 (随访率

8 5
.

5% )
。

1
.

2 病史询问与体检

对调查对象按事先设计好的调查表逐项询

问并作心肺听诊 及测量身高
、

体重等
。

本文中

的慢性呼吸系统疾患指慢性咳嗽
、

慢性咯痰
、

,
.

3 肺功能测量与评价

用 L R一 80 型流量容积测定仪描记最大呼气

流速容量曲线和用力肺活量 曲线
。

计算用力肺

活量 ( F V C )
、

第一秒钟用力肺 活量 ( F EV
:

.

0)
、

F EV
, .

。

%以及 75 %
、

50 %和 25 %肺活量 时 的

瞬间流速 (v
7 5 、

V 。和 从办
。

容量指标均校

正至 37 ℃
,

饱和水蒸汽压状态下的体积
。

根据

W H O 专家小组 会 议 ( 1 9 8 2年 3 月 ) 建 议
:

( 1 ) 将工后肺功能指标下降值占工前该肺功

能指标的百分比作为肺功能急性改变的评价指

标
。

( 2 ) 以对照组工前肺功能各指标实测值

为基础
,

求出以性别
、

年龄
、

身高为自变量的

多元直线回归方程
,

再分别计算每项肺功能指

标的预期值 ( P )
,

以实测值 ( 0 ) 占预期值的百

分比评价肺功能的慢性改变
。

2 结果

2
.

1 车间中谷尘浓度变化情况 (见表 1 )

表 1 1 9 8 7一 1 9 9 1年加工车间谷尘浓度变化

(瓦
土 s D ) (m g /m

3 )

侧定年份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Q 1 9 9 1

X G 3 3
.

17 3 1
.

7 5 2 9
.

6 8

S D 2 0
.

12 1 3
.

7 8 17
.

8 2

一
.曰 口曰. . . . . . . . . . . . . . . . . . .

注
:

19 88
、
1 98 9

、
1 9 90 年测定数据 由厂方提供

2
.

2 随访工人的一般情况 (见表 2 )

2
.

3 两组工人四年前后患病率比较

对照组四年前后慢性呼吸系统疾患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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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 接触
、

对照组基本情况 比较 (X 士 S D)

一
一一一 ~一 ~ ~一一- - - - - -

男 女
喊弓 口

_ _

一
一

一一
.

一

一
一-

一

对照组 (C S) 接触组 (2 4) 对照组 (2 1) 接触组 (6 1)

年龄

身高

吸烟率 (%)

吸烟 支数/ 夭

吸烟 年数

3 5
.

2 4士1 0
.

3 8

1 7 0
.

1 0士 7
.

3 4

7 4
.

0 0

1 0
.

42 士8
.

6 9

1 0
.

1 0士1 0
.

2 5

6 3
.

1 0士 9
。

8 4

1 7 0
.

2 0士8
、

6 2

6 9
.

5 0

9
.

3 8 士1 0
.

2 5

Q I
.

96 士2 1
。

1 1

3 2
.

2 4士 5
.

2 〕

1 58 2 9士 4 98

0

0

0

3 2
.

4 9士 7
.

6 1

1 57
.

4 9士6
.

7 5

0

O

0

注
:

表中数据均为1 9 91 年时的情况
,

P均 > 。
.

05
; 19 87 年两组工人的一般情 况差别也无显著 性

。

无明显变化趋势
。

而表 3 则见接触组的慢性呼 病率下降达到显著性水平
。

吸系统疾患患病率四年后均有升高 (但 P 均 > 2
.

4 两组工人
J

漫性呼吸系统疾患 (人年 ) 发病

0
.

0 5
,

可能 与调查 人数少有关 )
,

而急性刺激反 率分析

应患病率四年后均有下降
,

其中咽刺激反应患 某病 (人年 ) 发病率 =
观察时间内新发病

表 3 接触组 1 987 一 1 9 91 年急
、

慢性呼吸系统 例数 /观察人年数

疾患患病率 ( % ) 比较 表 4 可见慢性呼吸系统疾患发病率 均 以

—
接触组大于对照组 (但 P 均 > 0

.

0 5)
。

男 ( 4 2 ) 女 ( 1 6 )

疾 患
1 9 8 7年 1 9 9 1年 1 98 7年 1 9 9 1年 表 4 两组慢性呼吸系统疾患 (人年 )

发病率 ( %
。 ) 比较

慢性咳嗽 3 5
.

7 ( 15 ) 4 2
.

9 ( 1 8 ) 18
.

8 ( 3 ) 3 1
.

3 ( 5 )

慢性咯痰 4 7
.

6 ( 2 0) 5 9
.

5 ( 2 5) 2 5
.

0 ( 4 ) 37
.

5 ( 6 )

慢支 1 4
.

3 ( 6 ) 1 9
,

0 ( 8 ) 1 2
,

5 ( 2 ) 1 2
.

5 ( 2 )

哮喘 9
.

5 ( 4 ) 14
.

3 ( 6 ) 6
.

3 ( 1 ) 1 2
.

5 ( 2 )

谷物热 1 1
.

9 ( 5 ) 9
.

5 ( 4 ) 1 2
.

5 ( 2 ) 0

眼刺激症状 6 1
.

9 ( 2 6 ) 4 5
.

2 ( 1 9) 5 0
.

0 ( 8 ) 3 7
.

5 ( 6 )

鼻刺激症状 7 1
.

4 ( 3 0 ) 5 4
.

8 ( 2 3 ) 6 8
.

8 ( 1 1) 5 0
.

0 ( 8 )

咽刺激症状 8 1
.

0 ( 3 4) 5 7
.

1 ( 2 4 ) * 7 5
.

0 ( 1 2) 6 2
.

5 ( 1 0)

皮肤反应 38
.

1 ( 1 6) 2 8
.

6 ( 1 2 ) 4 3
.

8 ( 7 ) 3 1
.

3 ( 5 )

疾患
男 女

对照组 ( 50 ) 接触组 ( 4 2 ) 对照组 ( 2 1 ) 接触组 ( 1 6 )

慢性咳嗽

慢 性咯痰

慢支

哮喘

4
.

6 3 ( 1 )

9
.

2 6 ( 2 )

4
.

6 3 ( 1 )

0

1 6
.

83 ( 3 )

28
.

0 9 ( 5 )

J 1
.

2 4 ( 2 )

工1
.

2 4 ( 2 )

1 0
.

8 7 ( 1 )

1 0
.

8 7 ( 1 )

2 8
.

5 7 ( 2 )

2 8
.

5了( 2 )

1 4
.

2 9 ( 1 )

括号 内为患病人数
, *

P < 0
.

05 (卡方检脸 )

括号内为 4 年内新发病例数 ; P均 > 0
.

05 ( 卡方 检验 )

2
.

5 工人肺功能实测值 4年下降值比较 (见表 5)

表 5 工人肺功能实测值 1 9 8 7一 1 9 9 1年下 降值比狡
、 一 、 士 S D )

男 女
肺功能指标

女

对照组 ( 5 0 ) 接触组 ( 4 2 ) 对照组 ( 2 1 ) 接触组 ( 16 )

F E V
i

.

o

F V C

F E V 几
.

0 %

寸: 5

V s o

V 2 5

一 14
.

6 0 土 4 7 4
.

2 1

一 7 1
.

2 1 士 3 8 0
.

02

一 1
.

7 4 土 6
.

72

一 Q
.

3Q士 1
.

6 5

一 0
.

13 士 0
.

7 2

一 0
.

0马士 0
.

6 0

一 1 14
.

1 4士 3 1 6
.

7 7

一 7 3
.

3 3士 1 68
.

9 5

一 1
.

9 5士 6
.

7 6
.

一 0
.

4 7士 1
.

5 马

一 0
.

5 8 士 1
.

2 2 .

一 G
.

3 8士 0 7 1*

一 8
.

6 4 士 1 7 2
.

1 6

8
.

2 1 士 2 0 1 7 6

0
.

9 1 土 6
.

4 7

一 0
.

2 3士 1
.

Q l

一 0
。

10 士 0
.

8 3

一 0
.

0 4 士 0
.

2 1

一 3 3
.

6 9 士 19 4
.

2 9

8
.

94 士 1 6 8
.

95

一 互 5 8 士 3
.

7 9

一 0
.

36 土 0
.

9 9

一 0
.

3 3 士 0
.

7 2

一 0
.

1 8 士 0
.

j 7 *

*
P < 0

.

05 (云检验 )

2
.

6 肺功能急
、

慢性改变分析

对照组肺功能各指标急性改变异常率四年

间比较接近
,

接触组的从
.

和 从
,

急性改变异常

率均以 1 9 9 1年低于 1 9 8 7年 (但 尸 均 > 0
.

0 5
,

可

能与人数少有关 )
。

表 6 则见接触组肺功能各

指标慢性改变值均以 1 9 9 1年低于 19 8 7年
,

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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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t 检验
,

结果示 F EV
, ·

。

%
、

从
。 、

从
,

在两

组间差异有显著或极显著性意义
。

衰 6 1 9 8了~ 1 9 9 1年接触组肺功能慢性改变

( O / P x l o o ) 比较

浏量年代 吞 ( X 士 SD )

肺 功能指标 性别
19 8 7年 1 9 9 1年

10 5
。 4 士 9

。

2

10 0
。

2 士 12

1 0 1
.

7士 1 3

1 05
.

2 士 13

9 9
。

5 士 2 0

1 0 3
.

4 土 19

9 8
.

6士 20

10 2
.

7士 2 7

9 6
。

5 土 3 0

9 4
。

2士 2 1

9 7
。

1 士 1 9

93
.

3 士 2 7

10 4
.

9士 9
.

0

9 8
.

6士 1 1

9 9
.

1土 15

1 0 3
.

3上 17

9 6
.

5 土 17*

98
。
7 土 1 4* *

9 5
.

5 士 17

9 9
.

9 士 2 1

8 4
.

2 士 2 3*
*

8 7
.

1 土 1 5 . *

7 9
.

7 士 2 1 . *

8 1
.

8 士 17 * *

吞肺 功能预期值 ( P ) 计算
:

1 9 8 7年用叶攀拳 “ ’ 所作的多

元回归方程
,

1 9 9 1年用袁 氏所作的多 元回归方 程式
。

. P < 0
.

05 ,

二 P < 0
.

0 1 (配对才检脸 )

3 讨论

3
.

1 关于结果的可靠性

两次调查采用了统一的调查表 和 调 查 方

式
,

所选对照组的年龄
、

身高和吸烟状况与接

触组间差异没有显著性
,

这些均可提高本文结

果的可信度
。

由于本调查的人数较 少 而 使 接

触
、

对照组间许多谷尘所致 的急
、

慢性效应差

别没有显著性
。

患病率调查时结果常受到健康

工人效应和幸存者效应的影响
` , 〕 。

因此选择健

康状况
、

劳动强度相近的对照以及调查失访者

可避免多种偏倚对结果的影响
。

本文选择了符

合上述条件的对照组并同时进行了随访
,

而两

组失访原因主要是工作调动和退休
,

因此估计

对本研究结果影响不大
。

3
.

2 谷尘对接触者急
、

慢性疾患的影响

接触组 1 9 9 1年急性刺激反应患病率较 1 9 8 7

年有所降低
,

这可能与1 9 9 1年车间中谷尘浓度

下降有关
。

但 4 年内接触组的慢性呼吸系统疾

患发病率均高于对照组
,

这与工人 较 长 时 间

( 4 年 ) 内仍暴露于相当浓度 (几何均数大于

20 m g/ m a) 谷尘的环境有关
。

慢性呼吸系统疾

患的患病率和发病率均以男性高于女性
,

可能

与男性吸烟有关
。

3
.

3 谷尘对工人肺功能的影响

接触谷尘对工人肺功能的急
、

慢性影响分

析均显示
,

谷尘主要引起工人的阻塞性通气功

能障碍
,

表现为小 气 道 流 速 (从
. 、

矶
,

) 下

降
,

这与作者及许多学者的报道
` , 一 3 l’) 一致

。

测定小气道流速不仅可以发现小气道 早 期 病

变
,

还能显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的损 害 程

度
` . , 。

小气道流速测定受被测者的主观用力影

响小
,

且小气道直径很小
,

稍有阻塞即可通过

测定其流速反映出来
,

加上测定小气道流速方

便
、

价廉
,

故为一敏感
、

客观和实用的指标
。

谷

尘作业工人在出现呼吸系统疾患之前通常存在

肺功能 (特别是V
s 。 、

V
Z ,

) 异 常
,

故我们建议

将小气道流速测定考虑作为接触谷 尘 工 人 健

康监护的早期检测指标
。

对检测结果显示小气

道流速异常者
,

可考虑调离原接尘岗位或减少

接尘
,

以免 日后发展为肺功能的慢性损害或产

生接尘所致的慢性呼吸系统疾患
,

保护工人健

康
。

男女男女男女女男男女男女

%

on甘

vlFEVCFVtFE
.

甄
.

Vs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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