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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作业接尘工人与矽肺病人小气道功能的研究

Study on the small airway function of foundry workers and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曹贵文 , 　 孙秀田 , 　 谢继安 , 　 刘玉环

CAO Gui-wen , SUN Xiu-tiên , XIE Ji-an , LIU YU-huên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职工医院呼吸内科 , 吉林 长春 130031)

　　摘要:研究了 94例尘肺及 320 名铸造作业接尘工人的小

气道功能 , 并以 100名正常者作对照组。结果表明铸造作业工

人尘肺及接尘者小气道功能指标V
·

50 、 V
·

25明显低于对照组 , 而

异常率高于对照组。开展小气道监测对评价铸造作业工人矽

尘肺损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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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造粉尘可引起接尘工人肺功能损害 , 国内外已有许多

报道[ 1～ 3] 。本文测定了铸造作业接尘工人与尘肺病人小气道功

能的改变 , 并对其诊断价值进行了探讨。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铸造厂1 736名接尘工人中 , 随机选

择 320名 , 114 名矽肺中选择 94名 , 并劳动强度相似的非接尘

工人 100 名作为研究对象 , 3 组受试者均无呼吸系统急性感

染 、 严重心肺疾病 、 胸廓畸形手术 、 外伤史 , 年龄分别为观

察组 (42.26±5.68)岁 , 接尘组 (44.17±6.98)岁 , 矽肺组

(60.12±5.48)岁。

1.2　方法

应用美国麦加菲 1085DX 肺功能仪 , 专人测定 , 每项重复

2 ～ 3 次 , 取最佳值 , 由电脑自动计算。病人取立位 , 常规测

定最大呼气流速-容量曲线 (MEFV), 其数值以实测值/预计

值%表示 , 小于 80%为异常。全部数据输入微机 , 应用 Excel

软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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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接尘组 、 矽肺组 、 对照组小气道异常率比较

表 1　矽肺组 、 接尘组 、 对照组小气道功能异常率 (%)比较

指标
对照组

受检数异常数 异常率

接尘组

受检数异常数异常率

矽肺组

受检数异常数 异常率

V
·
25

100 14 14.0 320 96 30.0 94 73 77.6

V
·
50

100 15 15.0 320 101 31.6 94 69 73.4

　　表 1 表明接尘组与对照组 、 接尘组与矽肺组及矽肺与对

照组V
·

50 、 V
·

25异常率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1)。

2.2　接尘组 、 矽肺组 、 对照组小气道功能比较

表 2 可见接尘组与对照组 、 矽肺组与对照组及接尘组与

矽肺组V
·

50 、 V
·

25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P<0.01)。

表 2　矽肺组 、 接尘组 、 对照组小气道功能比较 (x±s)

指标 对照组 (n=100) 接尘组 (n=320) 矽肺组 (n=94)

V
·
25 116.67±35.23 92.58±40.22 43.59±17.36

V
·
50

99.39±24.08 86.31±30.26 44.68±20.21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矽肺 、 接尘者小气道功能指标V
·

50 、 V
·

25明显

低于对照组 , 而异常率高于对照组 , 这与国内外文献报道是

一致的。由于小气道结构和功能特点 , 矽尘吸入呼吸道内特

别容易沉积 , 引起小气道阻塞。早期肺部损伤者既无症状 ,

也无体征 , 只有小气道功能测定才能发现其异常 , 监测小气

道功能对铸造作业矽尘所致肺损害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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