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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粉尘和刺激性气体

对呼吸道的慢性损害观察

—
1 0 0 6例肺功能测定分析

四川染料厂 医院 王连福

我厂投产已 20 年
,

具有生产性毒物一百多种
,

主

要是刺激性气体
、

苯系物
、

染料粉尘等
。

车间防护措

施较好
,

有害物质在空气中的浓度除粉尘超标 1 ~ 8

倍外
,

其他如氯气
、

氮氧化物
、

二氧化碳
、

苯
、

苯胺

等均在容许值内
。

急性中毒从 1 9 8。年的 8 编降到 1 9 8 7

年 0
.

05 练
。

为了解刺激性气体和染料粉尘对呼吸道的

慢性损害情况
,

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研究

中心的指导和合作下
,

我们对 1 00 6人作了肺功能检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艳 奋 方 法

采用 日产
“
H l

一 2 98 肺功能测定仪
” 。

全部受检者

按要求密切配合
,

所有检查数据输入电子计 算 机 贮

存
、

归类
、

统计
,

并选择下列主要指标进行分析
:
肺

活量 (V C )
、

用力肺活量 (F V )C
、

第 1秒时间肺活量

( F E V : )
、

相当于 50 % 和 25 %肺活量的最大呼气流速

(三 ) 不同工

明工龄超过 13 年
,

龄组之 间
,

V , .及V : , 测定结果 表

其V 。 .
及V : ,

有明显下阵 (表 l )
。

衰 1 不同工龄组 V : 。
和 V : ,

的均值

容量 (V s 。
和 V : , )

。

受检者按接触毒物分组并进行统计分析
,

分为下

列几组
:
同时接触染料粉尘和刺激性气体 ( 1) , 氯气

( 2 ) ,澳素 ( 3 ) ,氮氧化物 ( 4 ) ,二氧化硫 ( 5 ) , 不接触毒物

的为对照组 (6 ) `此外
,

尚分析了吸烟对肺功能的影响
,

将每天吸烟20 支以上
,

有 5 年以上吸烟史者划为 多 量

组 , 每夭吸烟 10 ~ 20 支
,

有 3 年以上吸烟史者划为中

等组 , 每 日吸烟 10 支以下
,

有 3年以下吸烟史者为少量

组 , 完全不吸烟者为对照组
。

此外还按性别
、

工种等

进行分组
,

以比较其间差别
。

位 奋 结 推

所有检查结果均采用实测值占预计值的%表示
。

(一 ) 不同性别组
、

工种组
、

工龄组的V C
、
F V C

及F E V I均值都在正常值内 (80 ~ 1 20 % )
。

各组间测定

值无显著差异 (经 七测验
, P值均大于。

.

0 5)
。

(二 ) 男女间及不同工种组之间 V , 。
及V : ,值 均

无显著差别 (经 t 侧验
, P值均大于。

.

0 5)
,

但偏低
,

组 别 N x

(年 ) V s o (% ) V : 5 (% )

1~ 3 1 0 1 6 7
.

5 9 5 4
.

30

4~ 6 8 9 6 5
.

3 5 5 1
.

8 8

7~ 9 1 2 3 6 4
.

20 4 9
.

公4

1 0~ 12 7 3 6 1
.

5 8 4 8
.

3 1

. 13~ 32 8 6 1
.

0 0 4 8
.

2 8 .

.

与1~ 3年组比较 P < 0
.

0 5 ,其余 组与 1~ 3年 组比 较 P 值

均 ) 。
.

05
。

(四 ) 接触染料粉尘及刺激性气体 (特别是教气
、

澳气及氮氧化物等 ) 者
,

V 。 .
和V : ,值明 显 下 降 (表

2 )
。

衰 2 不同镶毒组 V , .

及 V : 5

测定结果

组 别 N X

V o o ( % ) V *。 (% )

3 7
.

7 4

几.乃.00
,几
6
0甘

:
`

,口,ó月才j性月恤月马

接触染 料粉尘和刺激气体 ( 1)

接触敏气 ( 2 )

接触澳素 《3)

接触氮氧化物 (4)

接触二氧化硫 ( 5)

对 照组 ( 6)

4 6
.

6 5

5 5
.

3 7

57
.

1 6

60
.

0 3

63
.

1 8

6 4
。

I Q

51
.

0 3

5 4
_

3 1

月,.且ó吕丙才,曰OU月气,ì ǹ暇曰晓目古巴ù

,.卫̀二目.二

处正常值的下限
。

如男性劝井
。 .

为。
.

62 ,

又乞
, 为

4 9` 8 2 , 女性 X V 一。为6 6
.

67 ,
X V : ,为 50

.

1 7
。

吸烟量多少可影响V , 。
及 V : : 比值

,

吸烟量多者
,

其幸
: ,及 寸, .

值明湿低于不吸或吸烟量较少者 (P <

O
。
0 5 or 0

。
0 1 )

。

讨 伦

V C
、

F V C
、

r EV I 等指标主要反映人体大气道通

气功能状况
,

前者用以判定肺活量
,
后两项则是用以

判定通气功能的指标
。

本次调查见受试者均值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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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之间
,

属正常范围
,

提示染料粉尘及刺激 性 毒

物对大气道的慢性损伤作用不甚明显
。

而V幻和V l ,
则是判定小气道通气功能的可靠 指

标
,

其正常值分别在 60 % (幸
, 。 )和 50 % (幸

: , ) 以上
.

若低于此值则提示有小气道功能障碍 , 若 低 于 50 %

(V . 。 )或 40 % (V : 5
)

,

则提示有中度小气 道 功 能 障

碍 , 若低于 40 写 (V , 。 )或30 % (V : , ) 则表示有严重的

小气道功能损伤
。

本次调查显示
,

本厂工人确实存在

小气道功能损伤问题
,

尤以同时接触染料粉尘和刺激

性气体组为甚
,

其次为接触氯气
、

澳素及氮氧化物各

组 (表 2 )
。

但此种损伤对性别
、

工种无选择性
,

凡

接触者均受到同等的伤害
。

调查还显示
,

V , 。
及 V ” 有随工龄增加而下降的

趋势
,

工龄在 13 年以上者呈现明显小气道功能损伤
。

综上可见
,

长期从事染料生产的工人
,

尤其是接

触染料粉尘和氯
、

澳
、

氮氧化物气体的工人
,

存在累

积性慢性小气道损伤问题 , 在接触浓度并不太高的情

况下
,

其时间阐约为 13 年
,
吸烟可 以加重小气道功能

损伤程度
,

对此不容忽视
。

联苯胺接触者 16 年医学监护分析

天津染化五 厂 工业卫生组
* 冯春玉

天津市染化五厂是我国生产联苯胺最早厂家
,

从

1 95 6年开始大型生产到 1 97 5年停产共 20 年
。

直接接触

工人 2 76人
。

据 1 962年天津劳动卫生研究室对本厂联苯胺车间

进行的劳动卫生学调查结果
,

联苯胺在空气中的浓度

以压滤机岗位最高
,

平均为 o
.

24 m g / m气 工人皮肤

联苯胺污染量也 以压淋工最高
,

达 51
.

2产g /cnI 气
1 9 7 0年本厂联苯胺制造工人首次发现 1 例 膀 脸

癌 , 到 1 9 8 5年 16 年间已陆续发现 15 例膀胧 癌 患 者
。

1 97 。~ 1 98 5年该厂 恶性肿瘤发病共 35 例
,

其中膀耽癌

15 例
,

居第一位
,

占42
.

8%
。

联苯胺特定肿瘤发病率

为 75 1 / 1。万
,

本厂压淋工发病率则为 1 18 9 / 1。万 ; 专

业工龄 10 年以上的制造工膀耽痛的发生率为 57
.

1 %
,

发病率为 4 5 97 / 1 0万
。

在如此高发的人群中
,

进行早期诊断
、

早期治疗

以延长患者的生命是极为重要的
。

因此
,

我们对联苯

胺接触者进行了长期尿脱落细胞学监护
。

现将 19 7。~

1 98 5年间共 16 年监护情况总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取早晨一次新鲜全尿
,

分装各管离心沉淀 ( Z0 0 0 r/

而 n x 10 )
。

倾去上清液
,

收集各管底的沉渣于一管
,

加入等量的 C滋r n Qy氏固定液
,

摇匀后以同样速度再次

离心 5 分钟
。

倾去上清液
,

即可吸取沉渣涂片 (不需

要固定)
。

用苏木素
一

伊红或荧光素叮吮橙 染色
。

光

镜观察
,

按巴氏五级法分类
。

给 果

1盯 0~ 1 9 7 5年期间采用尿常规为监护手段
,

病人

出现镜检血尿时多已不是早期肿瘤
,

因此不能做到早

期发现
。

1 9 75年 4 月以后
,

将尿脱落细胞检查作为主要医

学监护手段
,

达到了早期发现病人的目的 (表 1 )
。

表 1显示
,

尽管联苯胺已于 1 9 7 5年停产
,

但是接

触者尿脱落细胞的病理变化并没有停止
,

而是继续向

核异质乃至癌细胞方面转化
。

10 例病人的尿细胞学检

查结果都经过了正常细胞 - 今核异质细胞一令您细胞

( 巴氏 I
、

I 级
一二 ) 巴氏 l 级一 ) 巴氏W

、

V级 ) 这一

转变过程
。

根据接触者个体差异
,

这一过程 长 短 不

一
,

短则 1 年
,

长则 8 年
。

为了进一步说明尿脱落细胞对膀胧癌早期诊断的

作用
,

将 15 例膀胧癌详细情况汇总如下 (表 2 )
。

从表 2 可见
:

病例 l ~ 4是以尿常规作监测手段时

发病的
,

故发现较晚
,

膀胧癌瘤都在 I c m 以上
,

有的

达到 c3 m以下
,

均实行手术切除
。

病例 5 是 于 1 9 7 6年确定诊断的
,

是在进行尿脱落

细胞检查时发现血尿
,

膀胧镜检查见膀脱粘膜充血
,

但未见突出的肿物
。

病人主诉腰疼及右侧坐骨神经疼

等症状
。

临床怀疑为内生性膀胧癌盆腔转移
,

剖腹探

查得到证实
,

只存活半年
。

病例 6 ~ 14 均为尿脱落细胞检查所发现
,

尚无任

何临床症状
,

只是在定期查尿及重点追踪时经反复查

证被确定诊断
,

并经膀胧镜及病理切片证实
。

由于他

. 参加本项工作 的尚有杨乃芬
、

张秀
一

、 招握 斌
二

张 云 山箱

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