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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铁路分局的 183 名电焊工进行了肺通气功能

测定 , 结果发现接触电焊尘可引起电焊工一定程度的肺通气

功能损伤;吸烟因素与接尘因素对电焊工的肺通气功能可能

产生协同作用;电焊工的肺通气功能损伤有随接尘工龄的延

长而加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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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尘是一种以氧化铁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性粉尘。为探

讨电焊尘对工人肺通气功能的影响 , 我们对某铁路分局的 183

名电焊工进行了肺通气功能检查 , 并与非接尘人员进行了对

比分析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铁路分局的男性电焊工 183 人为接尘组 , 平均年

龄 (35.68±7.73)岁 , 平均接尘工龄 (11.67±7.82)年。 其

中吸烟者 79人 , 吸烟率为 43.17%, 平均年龄 (35.51±7.29)

岁;非吸烟者 104 人 , 平均年龄 (35.82±7.79)岁 (吸烟者

为每天吸烟超过一支且吸烟时间超过一年者)。

另选择不接触粉尘的行政 、 后勤人员 121 人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 (35.89 ±7.62)岁。其中吸烟者 52 人 , 吸烟率为

42.89%, 平均年龄 (35.92±7.71)岁;非吸烟者 69人 , 平均

年龄 (35.58±7.49)岁。

所有受测对象都必须经过内科 、 外科 、 五官科及 X线透

视检查 , 选择未发现心肺功能疾患 , 近期无感冒 、 咳嗽 、 气

促等症状者分析。

经统计学处理 , 两组人员的年龄差异无显著性 (P >

0.05), 两组人员的吸烟率及吸烟者的年龄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两组人员中非吸烟者的年龄差异也无显著性 (P

>0.05)。

1.2　方法

采用日本产HI-198型肺量计 , 对每位受检者取立位进行

肺功能测定 , 每人至少测定 3 次 , 取其中最优者作为测定结

果。选择 FVC (用力肺活量)、 FEV1.0 (第 1 秒肺活量)、

FEV1.0%(FEV1.0/FVC%)和 PEFR (最大呼气流速)4 项指标

进行统计分析。为了消除年龄 、 身高等混杂因素的影响 , 以

每次指标的实测值与预计值的百分比作为测定结果。肺通气

功能以 FVC 、 FEV1.0 、 FEV1.0%和 PEFR低于预计值的 80%为

异常。

2　结果

2.1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通气功能的测定结果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人员肺通气功能的测定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实/预%(x±s)

FVC FEV1.0 FEV1.0% PEFR

异常率 (%)

FVC FEV1.0 FEV1.0% PEFR

接尘组 183 98.1±10.5＊ 95.2±15.4＊ 98.3±10.2＊ 94.4±19.1 20.8(38)＊ 22.4(41)＊ 21.9(40)＊ 24.1(44)＊

对照组 121 106.3±11.6 102.7±16.7 103.9±11.3 97.1±17.6 7.4(9) 9.1(11) 9.1(11) 12.4(15)

　　注:括号内为异常例数。 ＊与对照组相比 P<0.05 , 下同。

　　由表 1 可见 , 两组肺通气功能指标 FVC 、 FEV1.0 和

FEV1.0%比较 , 差异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两组 4项指标

异常率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

2.2　接尘组与对照组中非吸烟者的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非吸烟者的肺通气功能的测定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实/预%(x±s)

FVC FEV1.0 FEV1.0% PEFR

异常率 (%)

FVC FEV1.0 FEV1.0% PEFR

接尘组 104 99.6±10.5＊ 96.7±15.7＊ 99.2±10.5＊ 95.7±18.8 17.3(18)＊ 18.3(19)＊ 18.3(19)＊ 　19.2(20)

对照组 69 109.3±12.1 103.6±17.2 104.4±11.7 98.4±17.1 5.8(4) 7.2(5) 7.2(5)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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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见 , 剔除吸烟因素后 , 两组肺通气功能指标

FVC 、 FEV1.0 、 FEV1.0%及其异常率比较 ,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2.3　接尘组与对照组中吸烟者的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吸烟者的肺通气功能的测定结果分析

组别 例数
实/预%(x±s)

FVC FEV1.0 FEV1.0% PEFR

异常率 (%)

FVC FEV1.0 FEV1.0% PEFR

接尘组 79 97.8±10.5＊ 94.3±15.2＊ 97.3±10.8＊ 93.2±18.5＊ 25.3(20)＊ 27.8(22)＊ 26.6(21)＊ 30.4(24)＊

对照组 52 105.3±10.8 100.4±16.1 102.7±10.9 97.8±16.9 9.6(5) 11.5(6) 11.5(6) 13.5(7)

　　由表 3 可见 , 两组肺 通气功 能指标 FVC、 FEV1.0 、

FEV1.0%、 PEFR及其异常率比较 ,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2.4　接尘工人接尘工龄与肺通气功能损伤的关系

见表 4。

表 4　不同工龄接尘工人的肺通气功能的测定结果比较

工龄

(年)
例数

实/预%(x±s)

FVC FEV1.0 FEV1.0% PEFR

异常率 (%)

FVC FEV1.0 FEV1.0% PEFR

<10 89 101.9±10.2 99.9±13.8 101.4±10.3 96.8±15.6 13.5(12) 15.7(14) 13.5(12) 16.9(15)

≥10 94 96.5±9.6＊ 93.3±15.8＊ 95.3±10.8＊ 91.2±17.9＊ 27.7(26)＊ 28.7(27)＊ 29.9(28)＊ 30.9(29)＊

　　由表 4 可见 , 两工龄组间肺功能指标 FVC、 FEV1.0 、

FEV1.0%、 PEFR及其异常率比较 ,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3　讨论

有关电焊尘引起的肺通气功能改变已有报道 , 王俊雄等

报道电焊工的VC 、 FVC 、 FEV1.0明显低于对照组
[ 1] ;杨金刚等

报道电焊工的VC 、 FVC 、 FEV1.0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2] 。本文

对 183名电焊工和 121名对照人员所进行的肺通气功能调查结

果表明 , 接尘组电焊工的 FVC 、 FEV1.0 、 FEV1.0%均比对照组

有所降低 , 而FVC 、 FEV1.0 、 FEV1.0%和 PEFR的异常率均明显

增高 , 与对照组相比 ,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说明长期接触电

焊尘可引起电焊工一定程度的肺通气功能损伤 , 与文献报道

相一致。

另外 , 如果剔除吸烟因素后 , 接尘组与对照组比较 ,

FVC 、 FEV1.0 、 FEV1.0% 3 项肺通气功能指标及其异常率在统计

学上有意义。如果接尘加上吸烟 , 可使接尘组与对照组之间 ,

除FVC 、 FEV1.0 、 FEV1.0%外 , 还有指标 PEFR产生差异 , 说明

吸烟是影响肺通气功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 接尘电焊工吸烟

造成肺通气功能损伤更大 , 即吸烟 、 接尘两者可能产生协同

作用。

不同工龄组的肺通气功能损害程度不同 , 由表4 可见 , 接

尘工人的肺通气功能损伤有随接尘工龄延长而加重的趋势 ,

且 FVC、 FEV1.0 、 FEV1.0%和 PEFR 4 项肺通气功能指标及其异

常率两工龄组间比较 ,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 说明接尘工龄与

肺通气功能损害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 , 要切实加强电焊工的健康监护工作 , 除了拍

摄 X线胸片外 , 肺通气功能检查应列为电焊工定期预防性健

康检查的常规必检项目 , 以便早期发现 , 早期调离 , 有效地

预防电焊工尘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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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煤尘肺通气功能测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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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了尘肺早期病人肺功能的损伤程度 , 吸烟对

尘肺患者早期肺功能损伤的影响 , 并对尘肺早期防治提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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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探讨早期无烟煤尘肺患者肺功能的损伤程度和代偿

功能及吸烟对尘肺患者的不良影响 , 并对尘肺早期防治提供

依据 , 对 253例无烟煤尘肺患者进行了肺功能测定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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