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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病患者呼吸功能的测定与分析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职业病研究中心 史志澄 张利成 王耀珍

内容提要 对 2 1例披病
、

9 1例可疑皱病
,

以及 10 例披接触者进行了肺功能测定及 血气 分析
。

结果被病组

R V
、

R v/ T L C升高
、

V C
、

F V C
、

F E V I
/ F V C均显著降低

,

与其他两组比较
,

差异非常显著 ( P < 。 .

0 1
。

) M M E F
、

V , 。
/ H

、

V : ,
/ H早期已有损害

,

并随病变的进展而增加
。

上述三组的 D L co 及 K co 均低于正 常
,

且有较高的异

“ 常检出率
,

其中尤以 K co 值更为敏感
。

弥散功能的降低可早于胸部 X 线异常的出现
。

呼吸功能测定可作为被作

业工人预防性监测和被病劳动能力鉴定的重要依据
。

关键词 被病 弥散功能 血气分析

被病是主要侵犯呼吸器官的一种全身性疾

患
。

有关铁病的呼吸功能改变
,
国内尚未见系

统报告
。

本文 测定并分析了 31 例被病和可疑被

病患者的多项呼吸功能指标
,

包括肺 量 图 肺

功
、

残气
、

弥散
、

小气道功能和血气分析等
,

并与被接触者进行对照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

检查对象

全部对象均为我院住院患者
,

除 1例为女性

外
,

均为男性
。

平均年龄 42
.

5 士 6
.

2 ( 24 ~ 58 )

岁
。

被作业工龄 3 月 ~ 22 年
。

工种包括披冶炼
、

被金属及合金加工
、

高温陶瓷制品的制作
。

主

要接触金属被
、

氧化被和氢氧化被
。

根据胸部 X

线所见分为 3 组
:

①铁病接触组 :
共 10 例

。

X

线胸片正常或基本正常
。

②可疑铁病组
:

共 19

例
。

X 线胸片表现为肺纹理增重
,

扭曲变形
,

并

出现较多的网状 阴影
。

个别病例可见到局限的
. 少数细小的圆形或类圆形阴影

。

③铰病组 :
共

12 例
。

X 线胸片示广泛的肺纹理增强
,

有较多的

网状 阴影及散在的细小的圆形或类圆形阴影
。

二
、

测试项 目

肺功能系采用 C h e st 3 5 F 型肺功能仪进行

测定
。

项目包括肺活量 ( V C )
、

用力肺活量

( FV C )
、

第一秒时间肺活量 ( F E V
:

)
、

第一秒时

间肺活量占用力肺活量比值 ( FE V I/ F V C% )
、

功能残气量 ( F R C )
、

残气 ( R V )
、

最大呼气中

期流速 ( M M E F )
、

肺总量 ( T L C )
,

以及 以身

高标化的 5 0%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 ( V
。。

/ H )

和召5%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 ( V澎H )
。

一氧化

碳弥散量 ( D L C o) 及弥散常数 ( K 。 o)
。

血气分析系采取
“

动脉化
”

耳垂血
,

然后

用 R a d i o m et e r A B L I 型血气分析仪测定
。

项 目包括氧 分 压 ( aP O办
、

二 氧 化 碳 分 压

( aP C O
:

)
、

血氧饱和度 ( aS q )
、

血液酸碱度

( p H )
、

实际碳酸氢 ( A B C )
、

剩余碱 ( A B E )
。

三
、

计算方法

为便于统一分析对 比
,

去除性别
、

年龄
、

身高
、

体重等影响
,

本文绝大部分指标均采用

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来表示
。

除 R V 和

R V / T L C 的 实测值高于预计值 20 % 判为异

常外
,

其余各项指标均以实测值小于 预 计 值

80 %作为判定异常的界限
。

血气分析指标
,

若

P a O
:

< 1 0
。

7k aP ( 8 0m m gH )
,

aS O
:

< 9 4%
,

氏C O
:

) 5
.

3k P a ( 4 0m m gH )
,

P H > 7
.

5 0则

判为异常
。

计算得出上述 3 组中各项指标的均

数及标准差
,

并逐项进行显著性测验
,

以及计

算出各个指标的异常检出率 ( A
.

T
.

R )
。

结 果

各组测得的主要肺功能指标和血气分析指

标的检测结果 (X 士 S D ) 及异常检出率 ( A
.

T
.

R )见表 1
,

表 2 ,

表 3
。

测定结果
: ①铰接触组和可疑 被 病 组的

V C
、

F V C
、

R V
、

RV/ T L C 比值相差不大
,

差异无显著性 ( P > 0
.

05 ) , 而被病组的上述指

标则明显降低
,

与其他两组比较
,

差异非常显著

( P < 0
.

0 1 )
,

并且有较高的异常检出率
。

②被

接触组的 F E V I/ F V C 比值在正 常 范 围
,

而

可疑被病组与被病组则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

被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公 9年第 忿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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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 ., . . . . . . 目

一
. .

V C (% )

通气功能及肺容l 位洲结果及异常检出率

F V C ( % ) F EV i / F V C ( % ) R V (% ) R V / T L C ( % )

被 接 触

( 刀 = 10 )

X 土S D

A
.

T
.

R

可疑被病

(刀 二 1 9)

X 士S D

A
.

T
.

R

傲 病

( n = 1 2 )

X 士 S D

A
.

T
.

R

1 03
.

2 士 2 2
.

1

0

1 0 3
.

8 士 1 5
.

4 8 6
.

2士 10
.

3 1 04
.

4 土 6
.

5 3 0
.

8 土3
.

6

1 0
.

0%

1 0 2
.

8 土 1 6
.

7

1 0
.

5%

1 0 3
.

7 士 1 1
.

8 3 2
.

0 士 2
.

9

15
.

6%

7 8
.

6士 1 4
.

5

2 6
.

3%

1 06
.

8 士 1 0
.

3

1 5
.

6% 15
.

6%

9 4
.

5 士 1 9
.

6

4 1
.

7%

9 5
.

6 士 1 2
.

5

4 1
.

7%

7 6
.

3 士 12
.

6

5 8
.

3%

1 16
.

5 士 8
.

8

5 0
.

0%

3 7
.

1 士 3
.

8

5 0
.

0%

表 2

M M E P (% )

小气道功能及弥散功能检浦结果及异常检出率

V ` o /H ( % ) V 2 5
/H ( % ) D L C O ( % ) K e o ( ilIY / m m H g /m i n/ L )

傲接触

( n = 1 0 )

X 士S D

A
.

T
.

R

可疑被病

( 几
= 1 9 )

X 士 S D

A
。

T
.

R

傲 病

( 儿 = 1 2 )

X 士 S D

A
.

T
.

R

9 6
.

5 土 1 0
.

3

2 0
.

0%

9 2
.

0 土 1 2
.

8 8 6
.

2 士 1 5
.

8

2 0
.

0% 3 0
.

0%

7 8
.

3 士 1 6
.

7

2 0
.

0%

4
.

5 1士 1
.

9 0

4 0
.

0%

8 7
.

6 士 1 4
.

2

1 5
.

6%

7 0
.

2 士 1 9
.

7

2 1
.

1%

7 4
.

6 士 1 7
.

3

2 6
.

3%

6 8
.

2士 1 4
.

2

3 6
.

8%

4
.

1 6士 1
.

1

曦7
.

4%

6 0
.

4 士 1 2
.

7

5 8
.

3%

5 2
.

4 上 1 6
.

3

6 6
.

7%

6 6
.

5 士 1 4
.

6

6 6
.

7%

6 0
.

4 士 1 9
.

5

7 5
.

0%

3
.

4 6士 0
.

9

1 0 0
.

0 %

表 3

P a O , (m m H g )

血气分析给果及异常检出率

P a C O : (m r n H g ) S a t o : (% )
PH

披 接 触

(九 二 10 )

X 士 SD

A
.

T
.

R

可疑被病

(儿 = 7)

X 士 S D

A
.

T
.

R

傲 病

( n = 8 )

X 土 S D

A
.

T
.

R

9 6
.

1 2土 12
.

7 3 4 0
.

6士 5
.

6 4 9 6
.

2 0士 1
.

8 0 7
.

4 3士 0
.

05

a s
.

22 土 1 2
.

2 5 3 8
.

5 7 士 7
.

4 1 9 5
.

1 6上 2
.

7 0

0

7
.

4 3士 0
.

瓜吸

8 2
.

43 士 1 1
.

82

1 6
.

7%

3吕
.

4 1土 5
.

3 2 9 3
.

7 3士 2
.

1 4

1 6
.

7%

7
.

4 4土 O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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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组与被接触组比较
,

有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

被病组及可疑被病组的异常 检 出 率 分 别 达

5 8
.

5%及 2 6
.

3%
。

③被接触组 M M E F
、

V
, 。

/ H
、

v
: 。

/ H比值正常
,

但异常检出率分别达 2 0
.

0%

及 30
.

。%
。

可疑钗病组及被病组比值明显低于

正常
,

与被接触组有非常显著 的 差 异 ( P <

0
.

0 1 )
。

相应 的异常检出率也明显增加
。

④各
`

组的 D L 。 。 和 K co 检测结果
,

均低于正常
。

被病组
、

可疑被病组和被接触组之间均有非常

显著差异 ( P < 0
.

0 1 )
。

另外各组均有较高的异

常检出率
,

特别是K
C。分别为 40

.

。%
、

47
.

4%

和 10 0
.

0%
。

⑥血气分析结果
,

除被病组 aP O
Z

轻度降低
,

与铰接触组有显著差异 ( P < 0
.

05 )

外
,

aS O
: 、

aP C O
: 、

p H 在各组之间均无显著

差异 ( P > 0
。

0 5 )
。

讨 论

铁是一种毒性较高的金属
,

长期接触可对

呼吸系统产生明显的损害
,

最终可导致铰病的

形成
。

根据本文的结果表明
,

长期接触被可引

起呼吸功能的一系列改变
。

测定结果发现被接

触组和可疑被病组的V C
、

F V C
、

R V 和 R V /

T L C 均在正常范围
,

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

说明接触被而胸部X 线未出现改变或出现轻度

改变时
,

肺容量的改变是不明显的
,

但可疑被

病组 F E V
I

F/ V C已轻度减低
,

并与铁接触组有

显著差异 ( P < 0
.

05 )
,

说明此时气道的损伤增

加
。

而钱病组除 F E V
:

/ F V C 明显减低外
,

由
. 于肺部广泛的肉芽肿

、

纤维化和肺气肿
,

肺的

弹性减低
,

因而肺容量也相应地减少
,

残气增

加
,

从肺功能损害类型来看
,

属阻塞和限制并
.
存的混合型损害

。

铁可损伤小气道
。

铁接触组

M M E P
、

vs
。

/ H和 V
”
/H值虽属正常范围

,

但

异常检出率已分别达 2 0
.

0~ 30
.

0%
,

且可疑披

病组及被肺组 与被接触组 比较均有显著及非常

显著差异
,

异常检出率也明显增加
,

说明铁对

小气道的损伤不仅出现较早
,

而且也较广泛
。

本文结果表明被作业工人最早出现和最突

出的肺功能异常为D L 。 。和K C。
降低

。

D L 。 。 和

K c 。 值在 3 组之间呈依次降低
,

并有显 著 差

异
。

特别是胸部X 线未发现异常的披接触组
,

分别已有 2 0
.

。%和 40
.

。%的异常检出率
。

上述

两指标在可疑被肺组又进一步降低
,

异常检出

率增加
。

而被病组的 K
c 。
异常检出率竟高达

10 0%
,

D L c 。
达 7 5

.

0%
。

由于 D L c 。
是反映肺

内气体弥散功能的一项综合性指标
,

而 K C 。
则

是用 D L 。 。
除以肺泡总面积而得到的反映肺各

功能单位平均气体传送能力大小的指标
,

由于

其考虑了肺泡容量的影响
,

因而反映早期弥散

功能异常的灵敏度高于 D L C。 〔`、 。

已知肺泡壁破

坏
,

肺间质纤维化
,

以及肺毛细血管床的减少

导致气体交换面积的减少
,

是产生弥散功能降

低的主要原因
〔 ’ 〕。

考虑 到铁接触组尽管胸部X

线尚未发现异常
,

但小气道已有一定程度的损

伤
,

由于小气道管壁的痉挛和萎陷
,

促使吸入

气在肺泡气中的不均等分布
,

我们认为这可能

也是早期造成弥散功能低下的原因之一
。

本文在测定肺功能的 同时
,

进行了血气分

析的测定
,

结果发现除被病组的 aP O
:

均值低

于被接触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以及其中有 2 识

显示低氧血症外
,

各组 aP C O
: 、

aS O
:

及 p H

均无显著差异
,

这说明尽管弥散功能 已 有 降

低
,

但尚未达到足以产生明显的低氧血症
、

高

碳酸血症
,

以及导致血液酸碱平衡的失调
。

综上所述
,

鉴于长期接触被后可产生呼吸

功能的一系列改变
,

因此我们认为肺功能测定

可作为钦作业工人预防性监测和铰病劳动能力

鉴定的重要依据
。

在各项 指 标 中 以 K
c 。
和

D L C。
最为敏感

。

对在短期内K c 。和 D L 。 。
持

续降低的披作业工人
,

即使胸部X 线未发现异

常
,

也应 当停止接触被
,

以有利于保护铰作业

工人的键康
,

预防铁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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