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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交流
.

可吸入性粉尘测定的意义
、

方法及其应用
*

_

L 海医科少; 学 ( 2 0 0 0 3 2) 陆培康 叶 事事 戴 国强 范华英

棉尘病症状与可吸入性粉尘有关
。

可吸入性粉尘 美国棉尘采样滤膜要求用聚氯乙烯 M S A F W S -

( n ia ha lb le d临 t
,

以下 简称可吸入尘 ) 是指可 以沉积 B ( P v )C 制成
,

孔径为 5召 ,

直径37 ~
。

由上海医药工

在肺泡和气管支气管内的粉 尘粒子
,

主要是小于 1 5拼 业研究院研 制了孔径为 5拼的氯化聚氯乙烯滤膜
,

称为

的粒子
。

测定可吸入尘浓度可以 反 映 棉 尘 危 害 情 C D R 型滤膜
,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将两种滤膜 进 行

况
,

根据我们 198 1年和 1 9 8 3年 在 上海三个棉纺厂 测定 了比较
,

发现 C D R滤膜的孔径比M S A 滤膜整齐
。

于

可吸入尘浓度和棉尘病患病率调查来看
,

两者呈浓度
一

是我们将 C D R 滤膜和 M S A 滤膜进行了捕尘效果比

反应关系
,

因此发展可吸入尘测定方法具 有 现 实 意 较
。

采用两台垂直淘析仪和两台K C
一
1 型 可吸 尘采

义
。

1 9 8 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 《关于以健康为目标 的植 样仪
,

同种仪器用两种滤膜
,

悬挂在车间同一柱子的

物性粉尘职业接触限值》 中
,

推荐美国的垂直淘析仪 两侧
,

第二次将滤膜位置对换
。

主要在粉尘浓度较高

作为监测可吸入尘的手段
。

的梳棉工序进行
,

每次采样 120 分钟
,

共测定了 “ 对

上海医科大学曾引进了美国垂直淘析仪 (uL “ d 一 样品 (表 1 )
,

滤膜在采样前后由同一人在同一十万

en
一
Iyn c h) 并用于现场工作中

。

上海棉纺科研所为了 分之一天平上称重
,

根据采样前后滤膜重量之差
,

计

解决棉纺厂测尘问题
,

会同无锡化工仪表厂在垂直淘 算出空气中粉尘浓度 (m g /m
3 )

。

析仪的基础上
,

研制了可由我国取材的K C一 1 型可吸 由表 1 看出
,

两种滤膜测定结果经 t检验为 1
.

824

尘采样仪
,

并由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研制了采集可吸 ( P > 0
.

05 )
,

因此认为是可比的
,

相关 r 二 0
.

了26 (P <

入尘的滤膜
, 1 9 8 5年我们在上海国棉二厂进行效果比 0

.

0 1)
。

较
。

因此在以后对仪器进行比较时
,

以 C D R 型滤膜

1 称成效果评价 作为捕尘滤膜
。

衰 1 两种滤膜测尘效果比较 (可吸入尘浓度m g /m 3 )

采样时间 样本对数
M S A滤膜

M S C

C D R滤膜

入1 S D

8 3
.

1 2

8 5
.

1~ 8 5
.

2

8 5
.

3

1
.

57 0

1
.

6 1 0

2
.

0 67

0
.

7 1 0

0
.

48 6

0
.

57 7

1
.

5 1 0

1
.

5 6 6

1
.

8 4 8

0
.

4 9 0

0
.

1 8 0

0
.

5 5 2

0
.

8 5 3

1
.

8 41

1
。

8 9 7

> 0
.

0 5

> O
。

0 5

> 0
.

0 5

合计 6 8 3 0
.

6 7 9 5 9 0 0
.

4 8 6 1
.

8 2 4 > 0
.

0 5

2 浦尘仪效果评价

在比较了滤膜的可行性后
,

即采用 C D R 滤膜 在

两台美国仪器和两台K C
一
1二仪器上采样

,

作仪器效果

比较
。

比效时
,

两种仪器各一 台挂置在车间同一 柱子

两侧
,

次日位置对换
。

2
.

1 采样仪结构
:
由淘析仪

、

采样盒
、

阻尼 管
、

真

空泵 ( 2 2 OV 电源 )
、

竖杆等组成
。

淘析仪进气口 的流

量是 7
.

4 土 O
.

Z L /m in
,

真空泵负压 K C 一
1 型采样仪为

5 70~ s s om m H g
,

美国淘析仪为 1 4一 2 0 时汞柱
。

小于

1 5拌粒子随气流上升而捕集在滤膜上
。

2
.

2 操作步骤
:

将真空泵箱置于工作地点
、

放平稳 ;

接上电源 , 装上竖杆
、

淘析仪 , 事先将采样盒中滤膜

称重
,

采样盒编 号
,

在真空泵开动 10分钟后
,

装 L采

样盒
,

进行采样
,

每次采样 2 一 3 小时
,

当滤膜上粉

尘过多时
,

应调换另一只备有已称重滤膜的采样盒
,

i己录采样盒号和采样时间 , 采样后滤膜再称重
,

根据

滤膜增重
,

算出空气中可吸入尘平均浓度 (功g /m 3 )
。

2
.

3 测尘结果
:

共在开棉
、

梳棉
、

并条
、

粗纱 和 细

纱 5 个工序测定 了 60 对样品
,

结果见表 2
。

由此可见
,

两种仪器测尘效果无显著性差异
,

因

此无锡 K C一 1型仪器在棉尘测定中是可用的
。

3 国产仪器和泣膜联用与典国仪器和洛城联用比较

从表 1 和表 2 看
,

美国和中国滤膜和仪器的测尘

效果基本一致
,

但今后要立足于 国产滤膜和仪器
,

完全

本文为 1 9 93 年广州国际棉尘病研讨会大会交 流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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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采样仪采样效果比较 (粉尘浓度m g /m
3 )

工 序 采样对数
美国仪器

入1 S
.

D

无锡仪器
;

,
月

一 - -气 r七 , - - - - - - 山~ 一 - - , 分 -军了 - - -一 ` 职玉

介【 b
.

I J

月任月了ó匕月̀心」J任n舀月马,工,上

. .

…
n.八甘八UùU人U

, .

1儿LOJ吮OUÌ`U吸口
日任一卜ó咬9

. .

…
,土n一1工nónU开 棉

梳 棉

并条

粗纱

细纱

1 2

1 2

1 2

1 2

1 2

1
.

1 8

2
.

2 1

1
.

42

0
。

6 8

0
.

3 3

0
.

7 7

0
.

5 4

0
.

3 3

0
.

2 6

Q
.

1 7

1
.

4 7

1
.

0 9

0
.

2 5

0
.

4 4

0
.

4 3

采用国产的K C
一
1型采样仪和 C D R 滤膜时其效果能否 l m g /m 3 左右时与美国垂直淘析仪和 M SA 滤膜比较

达到美国垂直淘析仪和M S A 滤膜的要求? 于是我们 接近
,

而在低浓度时
,

前者联用时数值稍低 但总的

又进一步在该厂梳棉工序进行了测尘效果比较
,

即一 看来
,

两者的相关性是好的
。

台K C
一
1型可吸入尘采样仪装上备有 C D R 滤膜的采样 4 渝膜上粉尘分散度

盒与一台美国垂直淘析仪装上备有M S A 滤膜的采样 根据垂直淘析仪采样原理
,

·

滤膜上收集到的粉尘

盒悬挂在车间同一柱子两侧
,

第二次位置对换
,

共测 粒子直径应在 15 “ 以下
,

因此我们对滤膜上粉尘进一

29 对样品
,

结果两者之间 r = 。
.

9 387
, P < 0

.

01
。

步分析
。

计数时以 15 拌 为界 (表 3 )
,

滤膜上确有纤

公
= 。

.

1 72 3 + 。 . 。 1 2 8 x 维状和片状尘
,

因此我们以直径小于 3 ;
,

长度与直径

其中公一美国仪器和滤膜 之 比 > :31 作为纤维尘
,

以直径大于执 长度与直径之

x

— 中国仪器和滤膜 比 < 3 :1 作为片状尘列入计算
。

根据本测定结果
,

两种测定仪器和滤 膜 各 联 用 此外
,

我们又按常规分散度分组法进行了计数
,

时
,

无锡 K C
一

1 采样仪和 C D R 滤膜的测尘效果在 结果见表 4
。

衰 3 以 1 5召为界的粉尘分散度计数 ( % )

采祥点

开棉

梳 棉

并条

粗纱

细纱

样品数 < 2拼 2~ 1 5拌 纤维尘 片状尘 合计

1 0 0

1 0 0

1 0 0

1 00

1 00

6自n山勺ù口01山勺翻勺自弓口O甘
.

…
口a7ù匕内hnJ,d J’l孟qn.o公00已曰厅.ē七ō勺

Jq J任巴心

裹 4 以常规分组法进行分散度计数结果 ( % )

样 品数 < 2拌 2科~ 5拼~ 1 0拼~ 纤维尘 片状尘 合计

0
.

6

0
.

6

5
.

4

3
.

1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0

凡J1 .1OOU曰n妇,口n山八J内口夕q5 7
.

6

C S
。

9

4 9
.

9

4 5
.

6

4 0
.

4

nùÒn山0自,一

采样点

开棉

桅 棉

并条

粗纱

细纱

从以上两表看出
,

虽然由于 计数样品次数少
,

数

值分布不甚规律
,

但基本上滤膜采样所得粉尘> 98 %

为顺粒状
,

且为小于 1 5召的
,

符合根据 st cc k 定律所

计算要求的
。

5 可吸入尘中游离二权化硅分析

既然可吸入尘代表人呼吸道吸入粉尘情况
,

则这

种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多少
,

涉及到棉纺厂粉尘

的危害性问题
。

我们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法进行分析
,

结果
;
开棉 4

.

31 士 0
.

31 写
,

梳棉 2
,

75 士 。 ,
8 %

,

并条

2
.

2 5 士 1 %
,

粗纱 2
.

44 士 1
。
1环

,

细纱 O
。

84 士 O
。
2%

。

其

中除梳棉分析 8 个样品外
,

余均分析 4 个样品
。

从 以上数值可知
,

以开棉工序空气粉尘中游离二

氧化硅含量稍高
,

但也不超过 5 %
, 以后随棉花加工

过程的进行
,

其含量逐渐减少
,

到细纱仅 1 % 左右
。

6 总尘洲定问厄

目前可吸入尘采样仪尚未推广
,

国内绝大多数地

区只能用总尘测定方法
,

因此我们在采集可吸入尘的

同时
,

在同一地点采用上海 D K 一
60 1 型测尘仪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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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红波滤膜测定总尘
,

结果见表 5
。

襄 5 棉纺厂各工序总尘浓度 (m g /m 3 )

一 . 二 。

“ 总 尘
J 一 J了 下干 P口 六切 城吮 -

~二二 ,

- - - 一 ~ 一~ 不 ~ ; 戈 , - ~ -

月且 0
. 】J

可吸入尘

M S
.

D

开棉 2 6 2
.

3 38 1
.

19 9 1
.

0 6 7 0
.

6 1 2 0
.

4 7 0 < 0
.

0 5

梳 棉 2 0 5
.

3 5 8 2
.

0 5 6 2
.

2 07 0
.

42 0 一 0
.

0 3 8 > 0
.

0 5

并条 1 8 2
.

4 08 0
.

8 4 5 1
.

47 5 0
.

4 1 6 0
.

0 5 4 > 0
.

0 5

粗纱 2 4 1
.

7 6 1 0
.

52 4 0
.

6 8 8 0
.

2 1 0 0
.

1 7 5 > 0
.

0 5

细纱 2 3 1
.

8 2 3 0
.

7 0 6 0
.

3 2 5 0
.

1 4 7 一 0
.

0 5 > 0
.

0 5

合计 1 1 1 2
.

6 4 3 1
.

7 1 8 1
.

1 02 0
` 7 5 2 0

.

62 3 < 0
.

0 1

由表 5 可看出
,

总尘样本测定结果的离散度大
,

从总尘标本的分散度来看 (表 6 )
,

它们 的纤维

当与可吸入尘浓度比较时
,

两者相关性差
。

当把 5 个工 尘和片状尘的比例也是较高的
,

虽也以小 颗 粒 尘 为

序 I n 对样本加在一起计算时
,

两者的相关 r 二 0
.

6 2 3
,

主
,

但纤维尘和片状尘较多
,

因此影响总 尘数 值 较

P < 0
.

01
。

粗略地看
,

总尘约为可吸入尘的 2
.

5倍
。

大
,

尤以细纱工序空气中粉尘基本上总尘为可吸入尘

裹 6 总尘分散度计数 ( % )

工序 < 2拌 2拌~ 5拌~ 1 0拌~ 纤维尘 片状尘 合计

开棉 3 4
.

9 4 5
.

9 6
.

8 4
.

6 3
.

2 4
.

6 1 0 0

梳 棉 2 9
.

6 48
.

0 5
.

7 2
.

7 8
.

3 5
.

5 1 0 0

并条 2 8
.

7 4 5
.

5 8
.

0 5
.

1 5
.

5 7
.

2 1 0 0

粗纱 3 1
.

0 52
.

5 3
.

1 1
,

3 3
.

9 7
.

5 1 0 0

细纱 3 0
.

7 3 8
.

1 9
.

5 6
.

2 1
.

4 1 4
.

2 1 0 0

的 6 倍
,

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棉纺工所接触到的粉尘的 尘采样方法和仪器
。

量及其危害程度显然是不确切的
,

当然如果前纺车间 7
.

2 国产K C 一 1型可吸入尘采样仪和 C D R 滤膜可用

(开棉
、

梳棉
、

并条
、

粗纱 ) 的粉尘浓度达到卫生要 于棉尘可吸入尘采样测定
。

求时
,

细纱工序就毫无问题了
。

7
.

3 棉
一

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一般来说 小 于 5 %
,

7 总结 且从棉尘症患病率来看
,

棉尘的危害主要 以气道反应

7
.

1 由于棉尘来源混杂
,

不应采用包括大量棉 纤 维 为主
,

故不应以尘肺的标准来要求棉尘的卫生标准
。

的总尘测定
,

而应采用可以代表人吸入情况的可吸入 (参考文献 略 )

尿中原叶琳测定条件的探讨

湖南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 4 1 0 0 78) 陈安朝 吴 维生

红细胞原外琳测定是铅接触调查和铅中毒诊断时

一项较特异的监测指标
,

该指标的测定国内已有许多

报道
.

但在现场调查及实际工作中获取血样有一 定的

困难
,

而尿样则较易获得
。

为此我们根据测定血液红

细胞中原外琳的原理与方法
,

探讨尿中原外琳的测定

条件
,

以了解尿中原外琳的测定在铅接触调查和铅中

毒诊断时的应 用价值
。

1 洲定方法

1
.

1 原理 原外琳为荧光物质
,

尿液中原 外琳 用 乙

酸 乙酷和冰醋酸混合液溶解
,

再以稀盐酸
.

节取 原 外

琳
。

在激发光波长 40 3 n m
,

发射光波长 60 o n m 处测其

荧光强度
,

根据荧光强度定量
。

1
.

2 主要仪器及试剂 荧光分光光度计 ; 旋涡 式 混

匀器 多 :4 1乙酸乙酷
一
冰醋酸溶液 ; 0

.

5N 盐酸 ; 原叶

琳标准溶液储备液
:
用 1 / 10万的天平准确称取 5

.

4m g

原外琳钠盐
,

加入 1 2
.

s ilrT 浓盐酸溶解后
,

移入 500 m l容

量瓶中
,

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
,

此溶液为 10
.

0召g /m l

原叶琳
;
原外琳标准应用液

:
取 O

.

s m l标准储备液置

于 10 0 iln 容量瓶中
,

用 4 :1 乙酸 乙酷
一
冰醋酸混合液稀

释至刻度
,

此液为 0
.

0 5拌g /m l原叶琳
。

1
.

3 分析步骤

1
.

3
.

1 原叶琳标准曲线的制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