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检查 15人次 , 151 人均排除其他引起眼晶状体损伤的因素。

临床检查时 , 首先询问病史 , 查双眼裸眼远视力 , 然后

用 2.5%的新福林溶液充分散瞳 , 再用检眼镜检查屈光间质及

眼底 , 最后在裂隙灯下详查晶状体。

2　结果与分析

2.1　眼晶状体临床检查结果 (见表 1)

表 1　十年间工业探伤机生产调试人员眼晶状体检查结果

年度 检查人数
平均工龄

(年)

晶状体

改变人数
改变率%

1992 193 9 81 41.9

1994 187 10 88 47.6
1996 181 12 88 48.6

1998 160 15 80 50.3
2000 151 19 76 50.3

　　由表 1 可见 , 工业探伤机生产调试人员晶状体混浊检出

率随着从业工龄的增加逐年增加 , 且混浊多表现为尘状混浊 、

点状混浊和片状浑浊 , 少数出现空泡 , 前后囊下以点状和尘

状为多见 , 赤道部皮质层内侧以点状和片状多见。

2.2　眼晶状体临床检查

十年间对 151 名工业探伤机生产调试人员的眼晶状体检

查 , 共检出 6 例放射性白内障 , 占 3.9%。放射性白内障形态

特点按分期标准 , 早期主要在晶状体后极部后囊下出现颗粒

状混浊及空泡 , 继而盘状混浊 、 条状浑浊 , 少数前极部前囊

下出现塔状浑浊 , 放射性白内障与从业人员工龄及环境剂量

水平有线性关系 , 呈正相关。

2.3　工业探伤机生产调试人员与医用诊断人员的比较 (表 2)

表 2　工业探伤与医用诊断人员眼晶状体检查结果

工种 检查人数 平均工龄(年) 晶状体改变人数 改变率%

工业探伤 151 19 76 50.3

医用诊断 172 18 89 51.7

　　由表 2 可见 , 工业探伤机生产调试人员与医用诊断人员

晶状体混浊检出率差别不大。

2.4　不同工龄工业探伤机生产调试人员晶状体临床检查结果

由图 1 可见 , 随放射工龄增加 , 晶状体混浊率也在增加 ,

这符合正常人随着年龄增加 , 晶状体混浊加重的规律。但从

图 1中还可看出 , 工业探伤机生产调试人员晶状体混浊增加

的幅度是逐渐减少。

图 1　不同工龄人员晶状体混浊率

3　小结

从十年的临床跟踪调查发现 , 本次调查的工业探伤机生

产调试人员晶状体混浊率低于一些地区 (放射工作人员晶状

体混浊率为 60.6%)[ 1] , 但也高于有些地区 (放射工作人员晶

状体混浊率为 19.5%)[ 2] 。提示该市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放射

防护工作 , 尤其要加强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 , 做好放射卫生

预评价工作 , 强化隔离操作的重要性 , 尽可能将放射危害降

低在前期审查阶段;同时 , 要定期做好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

监护工作 , 发现职业禁忌证必须及时调离放射工作岗位;此

外 , 要进一步加强对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知识的培训 , 提

高从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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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例Ⅰ期煤工尘肺患者肺功能检测与分析
Analysis on pulmonary function in 150 cases of category Ⅰ coal miners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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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150例Ⅰ期煤工尘肺和100例接尘工人进行了肺

通气功能和弥散功能测定 , 并采用 GB/T16180—1996 职工工伤

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中肺功能损伤分级标准进行分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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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 Ⅰ期煤工尘肺肺功能情况 , 我们对 150 例Ⅰ 期煤

工尘肺进行了肺通气功能和弥散功能测定 , 为客观评价Ⅰ 期

煤工尘肺患者肺代偿功能状态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省煤炭厅尘肺诊断组诊断的 Ⅰ 期煤工尘肺患者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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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平均年龄 (61.2±8.9)岁 , 平均接尘工龄 (26.2±7.0)

年 , 其中 70人吸烟 (46.6%), 平均吸烟每日 10 支 , 烟龄 20

年以上 , 已戒烟 10年以上者 32 人。另选接尘工人 100 人作对

照 , 平均年龄 (62.3±9.2)岁 , 平均接尘工龄 (23.9±9.0)

年 , 其中 51人吸烟 (51.0%), 平均吸烟每日 12 支 , 烟龄 20

年以上 , 无戒烟。对照组工人 X 线胸片检查无异常 , 无心肺

胸腔疾病。两组平均年龄 、 接尘工龄和吸烟情况差异均无显

著性 (P>0.05), 全部对象均为男性。

1.2　方法

1.2.1　肺功能测定　采用美国 sensormedics 2200 型肺功能测

定仪 ,取坐位测定 , 专人操作 ,均重复 2 ～ 3次 , 取其最大值。 指

标包 括 VC 、FVC 、 FEV1.0 、 FEV1.0/FVC%、 FEF25%～ 75%、 DLCO。

FEV1.0/FVC%用实测值表示 , 其余各项指标用实测值/预计

值%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t-test , 计量资料采用χ2-test。

1.2.2　肺功能损伤分级　采用 GB/ T16180—1996 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中肺功能损伤分级标准进行分级鉴定 ,

若两项一致则为该级别 , 若各项均不一致则以中等项为准。

2　结果

2.1　150例煤工尘肺肺功能测定结果

由表 1可见 , Ⅰ期煤工尘肺患者除 DLCO指标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无显著性外 , 余各通气功能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尤以FEV1.0、 FEV1.0/ FVC%改变更为敏感。

表 1　Ⅰ期煤工尘肺与接尘工人的肺功能比较 (%)

组别 VC FVC FEV1.0 FEV1.0/ FVC FEF25%～ 75% DLCO

尘肺组 87.20±17.20 88.01±16.82 79.25±21.04 71.06±9.48 65.99±27.23 103.43±27.31

接尘组 97.63±16.02 98.10±15.46 91.01±22.33 78.92±10.07 78.51±25.24 99.83±23.75

t 值 4.82 4.81 6.03 6.07 3.67 1.08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20

2.2　Ⅰ期煤工尘肺患者肺功能障碍类型

根据通气功能损伤的不同特点 , 将通气功能损害分为阻

塞型 、 限制型及混合型。本文 150例Ⅰ期煤工尘肺患者检出肺

功能异常率为 46.7%, 与对照组 28%相比肺功能异常率差异

有显著性 (χ2=8.77 , P<0.01), 其中阻塞型最多 , 占 22%,

其次为混合型 , 占 16.7%, 限制型仅占 8%。 根据 GB/

T16180—1996 将肺功能 损伤进行分级 , Ⅰ期煤工尘肺患者肺

功能损伤程度 (轻度 31.3%, 中度 12.7%, 重度 2.6%)与对

照组肺功能损伤程度 (轻度 21%, 中度 7%, 重度 1%)相比

差异有显著性 (χ2=10.59 , P <0.01), 肺功能损伤较重的例

数比对照组多。

2.3　年龄与肺功能的关系

将150例Ⅰ期煤工尘肺患者按 50～ 60、 60 ～ 70、 70 岁 ～ 分

析其肺功能损伤情况 , 肺功能异常率依次为 38.6%、 47.3%、

69.2%, 显示随年龄增加肺功能异常率逐渐增加。

3　讨论

从本次检测结果看 , 150例煤工尘肺患者肺通气功能指标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尤以 FEV1.0 , FEV1.0/FVC%改变更为敏

感 , 肺功能异常率为 46.7%。 与文献报道Ⅰ 期煤工尘肺肺功

能异常率为 48.6%相近[ 1] 。但所测肺换气功能指标 DLCO 与对

照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 可能与肺泡的过度换气有关。 Ⅰ 期煤

工尘肺患者肺功能障碍类型以阻塞型最多 , 占 22%, 其次为

混合型 , 占 16.7%, 与文献相符[ 1] , 并有随年龄增加肺功能

异常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肺功能损伤分级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政策性很强 , 涉及到

国家 、 集体及个人的利益 , 特别对Ⅰ 期尘肺患者肺功能损伤

分级直接与其工伤级别相联系。 本次采用 GB/T16180—1996 职

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中肺功能损伤分级标准进行分

级鉴定[ 2] , 发现Ⅰ 期煤工尘肺中轻度损伤占 31.3%, 中度损

伤占 12.7%, 重度损伤占 2.6%, 比例较符合我国国情。

多数资料表明吸烟与煤尘有相加作用 , 吸烟可引起

FEF25%～ 75%下降 , 而单纯接煤尘 FEF25%～ 75%未见变化
[ 3] 。本文

也发现虽然Ⅰ期煤工尘肺组与对照组吸烟率相近 , 但Ⅰ 期煤

工尘肺组多一经诊断即戒烟而接尘工人则无 , 小气道功能指

标差异仍有显著性 , 说明 Ⅰ期煤工尘肺中煤尘与吸烟有相加

作用。我们认为小气道功能指标不宜作为煤工尘肺劳动能力

鉴定指标 , 但在接尘工人中应控制吸烟以降低其联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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