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问题。目前尘肺尚无根治办法 , 肺纤维化具有不可逆性和

进展性 , 而尘肺病人的机体抵抗力降低 , 尤其是呼吸系统的

清除自净能力下降 , 肺结核 、 肺及支气管感染 、 肺心病是尘

肺病人最常见 、 最频发的并发症 , 且一旦出现 , 病情进展加

剧 , 甚至死亡 [ 5] 。尘肺 、 肺结核 、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

病已成为尘肺病人的主要死因。因此 , 要加强尘肺患者的健

康监护以及抗结核和抗感染的治疗 , 防止并发症 , 降低病死

率 , 延长患者的寿命 , 提高生活和生存质量 [ 4] 。

其他死因是第四位死因 , 可能与尘肺全死因只分 24

种 [ 2] , 除了 23种死因外 , 其余都归为其他死因有关。死因不

明为第五位死因 , 是由于尘肺病人中大多数在基层厂矿企业

及农村地区 , 医疗条件差 , 救治水平低 , 而无法辨清死因所

致。然而 , 这两种死因数量过多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计分

析结果的准确性 , 值得注意。

不同年代尘肺的主要死因有所不同 ,这与相关研究有相似

的结果 [ 3] 。上世纪 60年代以前、 70年代 、80年代的尘肺其第一

死因均是肺结核 ,而上世纪 90年代和 2000年以后尘肺的第一死

因是尘肺 ,肺结核分别降至第二和第四死因 ,这很可能与当时的

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有关, 特别是加强抗痨工作后 ,对合并肺结

核患者的控制率提高 ,使死于肺结核的尘肺患者减少。

矽肺与煤工尘肺是湖南省两种最主要的尘肺 , 其死亡病

例占总死亡病例的 89.35%[ 6] , 因此 , 加强对这两种尘肺的防

治是做好全省尘肺防治工作的重点。矽肺与煤工尘肺的前 5

顺位死因除第一 、 第二位不同外 , 其余顺位相同 , 肺结核是

矽肺的第一死因 、 煤工尘肺的第二死因 , 很可能是湖南省矽

肺合并肺结核率比煤工尘肺合并结核率高所致 [ 6] 。 所以 , 注

意对矽肺患者的防痨抗痨治疗也是湖南省整个尘肺防治工作

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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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对作业人员肺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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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测定研究对象的肺活量 (VC), 用力肺活量

(FVC)、 一秒钟用力呼气容积 (FEV1.0)、 一秒钟用力呼气容

积占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 (FEV1.0 /FVC%)、 残气容积

(RV)、 残总比 (RV/TLC%)和一氧化碳弥散量 (DLCO)等

指标。用两维方差分析法检验肺功能指标在年龄 、 性别和研

究组间的差异。 VC、 FVC、 FEV1.0和 DLCO在年龄和性别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EV1.0 /FVC%低年龄组高于高年龄组 ,

女性高于男性 , 年龄和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V/TLC%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 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V/TLC%在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煤工尘肺呈现混合

性肺功能损害 , 石棉组的肺功能有限制性损害的趋势 , 煤尘

组的肺功能有混合性损害的趋势。

关键词:粉尘;尘肺;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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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卫生部统计 , 2008年全国共报告新发各类职业病

13 744例 , 其中尘肺病新病例占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

78.79%。截至 2008年底 , 全国累积报告的尘肺病例 638 234

例。工人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可引起肺组织纤维化 , 最终导

致尘肺病的发生和肺功能下降 , 严重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

肺功能检查是客观反映肺功能状态的一种无创伤性检查方

法 [ 1] , 也是早期发现尘肺患者呼吸系统损伤 、 病情判断 、 疗

效观察 、 劳动能力鉴定和职业流行病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手

段 [ 2] 。本研究通过测定对照人群 、 粉尘作业工人和尘肺病例

的肺功能 , 揭示粉尘对作业人员肺功能的影响及其规律 , 为

尘肺病的防治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对照人群和粉尘作业工人 , 根据是否发生

尘肺病将粉尘作业工人分为接尘组和尘肺组。 尘肺组:用整

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某煤矿的Ⅰ期煤工尘肺病人 70例 (均

为男性)。接尘组:从某机械加工厂 、 石棉制品厂和煤矿抽取

接尘工龄在 10年以上且 X线胸片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的工人

277例。其中 , 矽尘作业工人 80例 、 石棉工人 64例 、 煤矿工

人 133例。对照组:从某仪表厂抽取工龄 >10年的不接尘工

人 166人。对照组除不接触粉尘外 , 劳动强度 、 经济状况以

及吸烟等情况与接尘组相似 , 3个组的年龄 、 工龄 、 性别构成

·127·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0年 4月第 23卷第 2期　　ChineseJIndMed　April2010, Vol.23 No.2



情况见表 1。

表 1　各组的年龄 、 工龄和性别构成

分组
男性 女性

例数 年龄(岁)工龄(年) 例数 年龄(岁) 工龄(年)

对照组 103 50.43 30.94 63 47.19 27.31
接尘组 202 44.01 23.88 75 43.03 20.67

尘肺组 70 53.40 29.30 — — —

1.2　方法

1.2.1　肺功能测定　用 CJFZ31E型肺功能自动分析仪测定

研究对象的肺活量 (VC)、 用力肺活量 (FVC)、 一秒钟用力

呼气容积 (FEV1.0)、 一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的百

分比 (FEV1.0 /FVC%)、 残气容积 (RV)、 残总比 (RV/

TLC%)和一氧化碳弥散量 (DL
CO
)等指标。 以上指标中

FEV1.0 /FVC%和 RV/TLC%用实测值计算 , 其余指标按实测

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计算 , 预计值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建立的预计值回归公式计算。

1.2.2　统计分析方法　用 SPSSforWindows软件包对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 , 用两维方差分析法检验肺功能指标在年龄 、 性

别和研究组间的差异;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推算肺功能指标的

预计值回归公式。

2　结果

2.1　肺功能的性别 、 年龄分布

为了解肺功能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 分性别计算了 <50岁

和≥50岁两个年龄组各项肺功能指标的平均值 (见表 2)。从

表 2可以看出 , 肺容量 (VC)、 弥散功能 (DL
CO
)以及 FVC

和 FEV1.0在年龄和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EV1.0 /

FVC%年龄和性别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低年龄组高于高

年龄组 , 女性高于男性。 RV/TLC%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

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低年龄组 RV/TLC%的均值为

33.3%, 低于肺气肿诊断标准 [ 3] , 高年龄组的均值为 38.6%,

呈现轻度肺气肿 , RV/TLC%在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2　男女不同年龄组肺功能的测定结果 %

性别 /

年龄
例数 VC FVC FEV1.0

FEV1.0 /

FVC

RV/

TLC
DLCO

男性

　<50岁 236 98.2 94.8 87.3 74.3 33.4 96.8

　≥ 50岁 168 96.1 93.8 86.2 67.6 38.8 103.8

　合　计 404 97.3 94.4 86.8 71.1 36.0 100.2
女性

　<50岁 89 98.2 96.6 94.3 79.9 33.2 99.3
　≥ 50岁 20 98.3 96.3 89.9 78.8 36.3 98.1

　合　计 109 98.2 96.3 90.7 79.0 33.8 99.1

男女合并

　<50岁 325 98.2 95.2 88.0 75.7 33.3 97.8

　≥ 50岁 188 96.3 94.1 87.0 68.2 38.6 102.9
　合　计 513 97.5 94.8 87.7 72.9 35.5 99.8

方差分析 (控制吸烟)

性别间 0.577 0.312 0.476 0.009 0.783 0.810

年龄间 0.223 0.595 0.838 <0.001<0.001 0.142

　　注:FEV1.0 /FVC%和 RV/TLC%为实测值 , 其余指标为实测值 /

预计值%, 以下同。

2.2　不同接尘类型组肺功能比较

为了研究不同种类粉尘对接尘工人和尘肺肺功能损害的

特点 , 将 3组接尘工人 (石棉组 、 煤尘组和矽尘组)和尘肺

病人各项肺功能指标与对照组比较。结果显示 , 在男性职工

中尘肺组 RV/TLC%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呈中度肺气肿 , 其余指

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表现为混合性肺功能损害。石棉组的

VC和 FVC显著低于对照组 , 提示石棉组的肺功能有限制性

损害的趋势;煤尘组 FVC和 FEV
1.0
显著低于对照组 , 提示煤

尘组的肺功能有混合性损害的趋势;矽尘组的所有指标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女性组中除煤尘组的 FEV1.0

显著低于对照组外 , 其余各组的所有指标与对照组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表 3)。以上结果说明尘肺组的肺功能已显著

降低 , 而男性石棉组和煤尘组的肺功能已有下降趋势 , 石棉

和煤尘所引起的肺功能改变早于 X线胸片改变。

表 3　不同性别 、 接尘类型与肺功能的关系 %

性别 /

分组
例数 VC FVC FEV1.0

FEV1.0/

FVC

RV

/TLC
DLCO

男性

　对照组 117 100.4　 100.2 100.8 74.7 31.6 103.0　

　石棉组 37 93.9＊ 89.8＊＊＊ 94.9 78.4 34.6 90.3＊＊

　煤尘组 108 99.0 92.4＊＊＊ 73.4＊＊＊ — 　 —　　　 —　　　

　矽尘组 72 97.8 97.7 96.2 74.8 33.8 —

　尘肺组 70 90.8＊＊＊ 87.0＊＊＊ 69.7＊＊＊ 55.5＊＊＊ 46.6＊＊＊ —　 　

女性

　对照组 49 97.7 97.0 96.4 76.8 33.3 100.3

　石棉组 27 95.1 89.1 94.0 79.6 34.8 96.1

　煤尘组 25 103.9 103.5 74.2＊＊＊ — 　 —　　　 —　　　

　矽尘组 8 98.1 93.0 94.5 79.6 34.4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P<0.05, ＊＊P<0.01, ＊＊＊P<0.001。

3　讨论

肺功能与年龄的关系表现为 20 ～ 30岁时 , 肺功能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上升 , 以后则逐渐下降 。肺功能表现为通气功能

指标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 说明肺气肿的指标随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 [ 4～ 6] 。本次研究发现仅 FEV1.0 /FVC%和 RV/TLC%在

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这一结果与上述理论并不矛盾。

因为 , 理论论述的是各项肺功能指标的实测值随年龄的变化

规律 , 而本研究中除 FEV1.0 /FVC%和 RV/TLC%用实测值外 ,

其余的指标均采用实测值与预计值之比表示 , 控制了年龄 、

性别 、 身高和体重的影响。

不同的粉尘所致的肺功能损害类型不同。石棉致限制性

肺功能损害 [ 7 ～ 10] , 矽尘主要引起混合性损害 [ 10 , 11] , 煤 (矽)

尘致阻塞性和混合性损害 [ 11 , 12] 。 本研究结果与王晓蓉等人的

研究结果一致 [ 10] 。

石棉组和煤尘组的肺功能在 X线胸片尚未发生改变之前

已出现受损趋势 , 而矽尘组的所有指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说明石棉和煤尘所引起的肺功能改变早于 X

线胸片改变 , 而矽尘所致的肺功能改变出现较晚。提示在日

常的职业健康监护中 , 应严格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规定的健康检查项目和周期开展粉尘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

查 , 特别是注意肺功能和 X线胸片检查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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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卷烟厂卷包车间噪声危害分析
Analysisonnoisehazardinapackageworkshopofacigarette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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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卷烟厂卷包车间进行了噪声检测和作业工人

职业健康体检。卷包车间各工种接触噪声强度无显著差异 ,

听力损失也无统计学意义。车间主要以 500 ～ 1 000 Hz频率的

噪声危害为主 , 听力损失和接触噪声工龄呈线性关系。卷包

车间噪声危害严重 , 应进行治理 , 以保护工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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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厂噪声危害主要存在于卷包车间 , 对某厂卷包车间

产生噪声的各工种进行了 8h个体噪声剂量检测 , 并对产生噪

声的设备进行了频谱分析 , 同时结合该车间工人的职业健康

体检结果 , 分析了卷包车间噪声危害程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卷烟厂卷包车间工人 123人作为调查对象 , 同时进

行生产现场 、 工艺及防护设施的调查分析。

1.2　噪声测量

使用 AWA个体噪声计 , 对 10台卷包机的卷接机机长和

包装机机长进行白班 8h个体剂量检测 , 每次测量均对个体噪

声计进行校正 , 将个体噪声计固定于工人上衣口袋 , 并进行

工作日写实。

使用 AWA5610噪声频谱分析仪对机器设备产生的噪声进

行频谱分析 , 频谱分析仪自带软件。

1.3　职业健康检查

卷包车间工人脱离噪声作业 12 h后进行纯音听力测试并

进行外耳道检查 , 以排除由中耳炎 、 外伤 、 药物性耳聋以及

其他原因所致的耳聋。询问职业史 、 防护史 、 既往病史 、 耳

毒性药物史 、 家族史 , 由多年从事职业健康体检的医师进行

纯音听力测试 , 并在隔音环境下进行听力测试 , 仪器为丹麦

Madsen纯音听力测试仪。

2　结果

2.1　卷包工艺流程

卷烟机工艺流程:风送烟丝※供丝机※成型风室※布袋

上烟支成型※刀头切割※咀机※咀机成型※烟支传输装卸盘

机※包装。

包装机工艺流程:下烟※模盒※一轮包进铝纸※二轮※

四轮 (带白卡商标纸)※八轮※皮带小包机※小玻璃纸拉线

※小盒美容※条包※条玻璃纸拉线※条包美容器※条烟翻转

器※条烟输送带※封箱。

2.2　卷包车间各岗位噪声检测

从表 1可见 , 24个岗位中有 15个操作岗位工人接触的噪

声强度超标 , 超标率为 62.5%。按照不同岗位对工人 8 h等

效连续噪声进行统计分析 , 见表 2。

　　表 2只对卷包机操作工进行分析对比 , 其中硬包 、 硬卷

机长包括 1 ～ 6#机的操作工人 , 软包及软卷机长包括 1 ～ 4#

机。对各操作机长接触噪声值使用 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 , 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说明各卷包机操作人员接

触噪声强度无区别。

2.3　卷包车间噪声频谱分析结果

各卷包机使用噪声频谱分析仪测量 , 各频率测量 1 min等

效声级。由表 3可见 , 各设备噪声频谱主要是 500 ～ 1 0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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