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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观察 36 名养猪农民
,

均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如咳嗽
、

哮喘
、 _

上呼吸道感染等症状
,

并有明显的气道反应性

增强的表现 , 支气管镜及肺泡灌洗液检查发现有气道

炎症
、

充血
、

分泌物增加
、

中性细胞数增加等表现
。

sE
s
en (美国 ) 对 23 名谷物作业工人及 13 名正常对叫

,

在收获季物及非收获季节进行临床及气管镜的追踪观

察
,

为期 2 年
。

发现农民在收获谷物 后
,

普遍有胸

闷
、

气短
、

咳嗽等症状
。

支气管镜检查
:
观察 5 个肺

叶以红斑
、

水肿
、

脆性及分泌物增加为指征
,

以计分

法判定其病变程度
,

发现谷物作业者较正常对照明显

增高
,

两组各为 8
.

9 士 4
.

8及 2
.

1 士 1
.

0
。

待收获季节过

后
,

该指标在作业组可降至 5
.

5 士 3
.

8
。

支气管灌洗液

分析发现作业组有明显的中性细胞
、

淋巴细胞及肺泡

巨噬细胞的增高
,

说明谷物粉尘可造成气道的炎症及

肺泡炎
。

其他尚有较多论文涉及各种有机粉尘作业如

家禽饲养
、

动物屠宰
、

泥炭粉尘
、

垃圾处理等作业的

班前
、

班后肺功能变化
,

其中许多表现为班后的 F EV I

值下降
。

会议中人们较为感兴趣的问题是关于肺泡炎的机

理间题
。

许多专家通过近年工作
,

强调变应性肺泡炎

是吸入有机粉尘特别是某些霉菌后
,

在呼吸道末端引

起的特殊的细胞炎症反应
。

表现为肺泡巨噬细胞的活

力增加
,

产生趋化因子以及单核细胞浸 润
,

并趋于机

化成肉芽肿
,

进展成肺纤维化等 ; 而抗体的存在不过

是一种接触的指标
,

不一定含有病因学意义
。

但部分

作者则更强调沉淀素抗体对诊断的意义
。

P ol la (瑞

士 ) 通过对 70 份鸟类饲养者的血清学检查
,

认为沉淀

素对诊断有 88 %的敏感度
,

93 %的特异性以及 92 % 的

准确度
。

通过肺泡灌洗液的研究
,

证明肺泡炎的急性

期存在有淋巴细胞
,

特别是肥大细胞增多 (较肺结节

病高 10 倍 ) ,

说明和疾病的活动性
、

即为纤维母细胞

的活性有关
。

与会者另一感兴趣的间题是关 于有机 粉 尘毒 性

综合征 ( O D T S
, o 唱短 n du

s七 t ox 让
s

yn d r o m )
。

这

一概念是 1 9 8 5年即上次欧洲有机粉尘肺部 会 议 提 出

的
,

以区别于肺泡炎
。

以往也有人称本病为 叶。 x il

丘刃 e r ” 、 `̀ a c讯e
fe b r ile

s y砂
、 “

m yOtC
o x 记0 5 15

”

等
。

主要是由于吸入霉菌
、

细菌或内毒素等所致的全

身疾病
。

主要临床特征是接触有机粉尘后 4 ~ 6 小时

发生的发冷
、

发热
、

肌肉关节酸痛
、

乏力
、

头痛
、

咳

嗽
、

胸闷及白细胞增高等
,

故有人称 为
“

流 感 样 症

群
” 。

一般多发生于秋季
。

O D T S 区别于肺泡炎的理 由是
:

1
.

常是一次高浓度接触有机粉尘后发病 ,

2
.

发病人数比例较高
,

可 达 作 业 者 的 30 ~

4 0 % ,

3
.

病程短
,

非进行性 ,

4
。

多数人血清特异抗体阴性 ,

5
.

支气管灌洗液分析有中性白细胞优势
,

而非

淋巴细胞优势 ,

6
.

肺活体为急性炎症反应
,

而非肉芽肿反应
。

本次会议中瑞典国家卫生研究所M
a lm be r g 教授

认为
:
过多的接触霉菌抱子及放 线 菌 后

,

可 引 起

O D T S
,

肺部微生物的高负荷导致肺泡巨噬细胞过度

反应
,

并释放急性反应性介质如白介素 1 ,

更由于补

体
、

血小板活性因子
、

白三烯 (L T B ,) 等介质 的作

用
,

导致急性炎症反应
。

O D T S 与肺 泡炎在预后及治

疗上有所不同
,

因此要加以区分
。

最后
,

会议尚对以下 3 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

即
:

①接触类型与发生临床症状
、

指征的关 系 ; ② 特 异

质
、

吸烟与临床症状
、

指征的关系
,

③临床病例的评

价标准— 提间式调查方法纲要及临床实验的意义
。

(刘镜愉 )

西南暨四川省职业病学组成立

西南暨 四川省职业病学组在四川省卫生厅及中华预防医学会四川省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支

持下
,

于 1 9 88年 7 月在成都正式成立
。

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职业病学会职业病学组派代表专程赴 会 表 示 祝

贺
。

会议交流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论文和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

充分体现出职业病医生的辛勤劳

动和为人民所作的贡献
。

学组的成立对巩固西南及四川省职业病防治队伍
,

促进这一地区乃至全国职业病防治工

作的开展必将起着积极作用
。

近来
,

收到各地不少来信询问有关成立职业病分学组事宜
,

经全国职业 病 学 组 研

究认为应鼓励各地分学组的成立
,

有条件的省市可先行进
,
报全国学组备案即可

,

以进一步活跃职业病 防 治 工

作
.

( 全国职业病学组秘书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