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点
。

观察再加压治疗效果
,

是诊断本病的很有用的指

标之一
,

但是目前许多潜水作业单位尚未建 立 加 压

舱
,

因此认为暂时只能从实际出发
,

对没有进行诊断

性加压者
,

根据高气压职业史
,

发病经过
,

典型的临

床症状与体征
,

也可考虑诊断
。

二
、

急性减压病的分级分型问题

1 9 0 0年英国 G 小d j瑰 等提出急性减压病分为 I
、

l

型分类法
。

这个分类法的优点是简单
,

按照病变部位

就可以分级
,

美国等已采用
。

其缺点是
: ( 1 ) 太简

单
,

不考虑病情轻重而只根据病变部位来分型
,

实际上

轻的 I 型可以很快治愈
,

而重的 I型却可 以后遗明显的

减压性骨坏死
。

到 1 9 8 4年为止
,

我院共诊断减压性骨

坏死 13 4例
,

约63 %有轻重不等急性减嵘病独
,

10 例

为引起残废的正期减压性骨坏死
,

其中只 3 例曾发生

过明显的 I 型急性减压病
。

( 2 ) 不少患者兼有 I
、

I

型变化
。

lE l i灯比报告英国海军本病 13 7例
,

I 型 8 9人
,

I 型 5人
,

兼有 I
、

I型者 43 人
,

占31%
。

我院 573 例次

中
,

I型 5 0 4例
,

I 型 s 例
,

I
+ I 型 6 1例

,

占1 0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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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国 K记 d提出
,

减压病的表现很广泛
,

太简单

的分类可导致不 良后果
,

例如只注意 I 型中的肌肉关

节痛
,

而忽视了某些 隐蔽的 I 型表现
,

从而耽误了治

疗
。

我国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
、

海军 40 1医院及我院都

将急性减压病分为轻
、

中
、

重三级
,

与英
、

美等国的

I
、

I型分级方案相比较
,

我国方案的特点是
: ( 1 ) 轻

度是指症状
、

体征轻
,

较易治愈的病例
。

轻度的界限

将
“

可以忍受与否
”

作为轻度与中度的界限
。

( 2 )

将剧烈的肌 肉关节痛列为中度
。

这类患者虽然不一定

有其他重要病变
,

但是
,

剧烈的疼痛给患者以很大的

痛苦
,

并且引起暂时的劳动力丧失
,

以后还可能出现

减压性骨坏死
。

另有部分患者
,

虽然其他系统也有症

状
、

体征
,

如头昏
、

恶心等
,

但程度轻
,

经过加压治

疗常迅速治愈
,

因此不作为重度对待
。

( 3 ) 为了便

于劳保处理等
,

我国对很多职业病都用轻
、

中
、

重三

级分类法
,
急性减压病也不例外

。

(本文承 薛汉麟主任医师指导
,

特此致谢
。

)

沈阳市粮谷业工人支气管哮喘调查

沈阳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 陈萍 何力

在粮谷贮存加工业职工中支气管 哮 喘 (简 称 哮

喘 ) 流行病学情况我国尚无完整的数 据 报 告
。

我 们

于 1 9 8 7年 3 月至 10 月对沈阳市粮食系统 的 11 个 粮 库

(厂 ) 12 61 2名职工进行了调查
,

现将 结 果 报 告 如

下
。

一
、

患病率

按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关于慢性支气管炎 (简称

慢支 ) 和支气管哮喘的诊断
、

分期及疗效标准
,

调查

各粮库 (厂 ) 总的慢支和哮喘的患病率见下表
。

呼吸疾病分布

单 位 七个粮库 饲料 公司 面粉厂 粮谷加工厂 合计

王淑云 刘相德 高燕 张丹梅 王瑾

调查人数

慢支例数
(编 )

哮喘例数
(编 )

1 0 1 88

4 70

4 6
_ ’

1 3

9 55

5 0

5 2
.

4 1

2

2
.

0 9

8 5 5

32

3 7
.

4 6

6 1 4

2 3

3 7
.

43

1 2 6 1 2

5 1 5

4 5 59

4 3

2 2

6

7
。

0 2 .11
6 2

{:
2

本组慢支患病率为妈
.

59编
,

哮喘 为 4
.

12 编
。

本

组调查男性 7 理8 3人
,

女性 5 12 9人
。

本组男性患慢 支

者43 2何
,
患病率 57

.

73 场
,

非常显著地高于女性患慢

支者 1 43 例
,
患病率 2 7

.

8 8编
。

男性患喘哮 2 4例
,

女性

患哮喘28 例
,

两性间的哮喘患病率无显著差异
。

二
、

首发诱因与工作关系

52 例哮喘患者中患病时间长于工龄者 (即入厂前

就患哮喘者) 23 例
,

余 29 例 ( 55
.

77 % )均于从事粮食

加工贮存工作后患病
。

其中17 例 (占 5 8
.

6 2 % ) 患 者

的首发诱因为粉尘或刺激性气体
,

且均于上班后 即刻

至 2 小时内出现胸闷
、

喉痒
、

喷嚏
、

咳嗽
、

气短等症

状
,

而下班后或休班时自感上述症状消失或减轻
,

考

虑这些哮喘病例与职业有关
。

三
、

慢支病人吸舒喘灵前后肺功能测定

对 3 个粮库检出的80 例慢支患者进行复核
,

再次

询问病史
,

并做吸入舒喘灵 2。。滩 5 分钟前后肺 功

能
。

吸药后 F V C
、

F EV 卜 。提高大于 20 %
, P即 R

、

MM F
、

v , 5、

v
。 。 、

V , 。
提高大于 25 %

,

其中符合一

项以上者为阳性
。

本组阳性者27 例 ( 占3 3
.

7 5呢 )
。

讨 论

哮喘和慢支是粮食贮存加工业人常见病
。

通过病

史询同和体格检查发现本组 12 日1 2名工人中哮喘患 病

率为 4
.

12 喻
,

与职业有关者 29 例
,

患病率为3
.

91 编
;

慢支患病率为 4 5
.

57际
,

较文献报道的粮谷工人职业性

哮喘的发病率低
。

确切患病率各家不一
,

B or 比
5 M S

报道是 2 %
,

而 N心 r

hP 夕 则报道是 40 %
。

这可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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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与工人接触的粉尘浓度和气候条件不同有关
,

另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与调查方法不同有关
。

职业性哮喘

的诊断要基于临床
、

呼吸生理 (即肺功能 ) 和实验室

检查
,

且要与慢性支气管炎和非职业性哮喘相鉴别
。

本

组只以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进行初步调查
,

故职业性

哮喘患病率较低
。

一般认为慢支和肺气肿患者的气道

阻塞是不可逆的
,

而哮喘患者的气道阻塞是可逆性改

变
,

尤其是绝大多数职业性哮喘患者一旦脱离工作环

境
,

其症状消失
,

肺功能恢复正常
。

本组对80 例诊断

为慢支者做了吸入舒喘灵前后肺功能检查结果
,

有 27

例至少有一项达到标准
,

说明这些人的气道阻塞是可

逆性的
,

有进一步考虑诊断为职业性哮喘的可能
。

此

外
,

既非慢支又非哮喘的正常人当中
,

也不能完全排

除症状和体征不典型的职业性哮喘患者
,

若作支气管

激发试验 (包括特异和非特异性试验 ) 和相应实验室

检查如特异性抗体测定等
,

是会提高诊断率的
。

羽毛加工业职业危害的调查
、 ,

南宁市防疫站 邓 国义 张剑平

羽毛制品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

近 儿 年

来
,

羽毛加工量 日益增加
。

为了解羽毛加工的职业危

害
,

我们对南宁羽绒厂接触羽毛尘工人进行了职业流

行病学的调查
,

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一般情况

该厂于 1 98 4年建厂
,

现有职工 18 6人
。

生产 使 用

的原料有鸭毛
、

鸡毛
、

鹅毛等
,

主要产品有 原料 绒

毛
、

羽毛粉和羽绒制品
。

羽毛 加工过程大多为手工操

作
,

只有部分工序实行机械化生产
。

由于车间内通风

除尘差
,

在加工过程中羽毛都广泛播散在车 间 空 气

中
,

使生产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
。

二
、

羽毛粉尘浓度及游离 5 10 2含量测定

生产中
,

分别对羽绒
、

羽毛粉加工车间工人操作

区的不同扬尘点进行了粉尘浓度测定
,

结果见表 1
。

粉尘中游离 5 10 : 含量 6
.

9一 2 7
.

2%
。

表 1 羽毛尘浓度测定结果 (m g / m
3 )

陈天信 蔡志球 雷时美

基采集空气中飘尘送实验室培养
,

并在非羽尘作业环

境空气中用同样方法采集样品进行对照
。

检查结果见

表 2
。

表 2 空气粉尘中致病菌检查结果

致 病 菌 种 类

链球菌样品数采样地点 四联 布 青 棕 曲 文 氏 革兰 氏

霉 霉
球菌 菌 菌 霉直 曲霉菌 杆 菌

+十 十十一ù十+一+ùù十一ù+十ù十十ùÒ,目1上

间
间车照车粉绒毛羽羽对

采 样

地 点

羽 尘 浓 度

最低 最高
平均值

几 何

均 值

四
、

体格检查

本次对 104 名接触羽尘工人和 45 名非接尘人 员 进

行了体检
,

其中男性 88 人
,

女性61 人
;
年龄最大 58 岁

,

最小 21 岁
;
接尘工龄最长招年

,

最短 2 年
。

1
.

临床症状
:

受检工人临床 自觉症状以头痛
、

头晕
、

咳嗽
、

咳痰
、

咽痛
、

气促
、

胸闷等多见
。

接尘组

呼吸系统症状明显高于对照组 (凡 = 3
.

04
: , = 6

.

141

P < 0
.

0 2 5)
,

详见表 3
。

样品数

0 6 18
.

7

8 1 6 6
,

3

1 3
.

9

29
.

5

16
.

1

1 9
。
4

2 9 7
.

9

6 7
.

4

9
。

6 2

2 4
.

9 5

1 2
.

59

1 3
.

8 3

2 44
.

9

5 0
.

9 9

表 3
’

临床症状统计

头痛 头 晕

例数
( % )

咳嗽 咳痰 咽痛

例数
(% )

例数 例数 例数
(% ) ( % ) (% )

气促

例数
( % )

胸闷

例数
(% )

检体人数

nó,上户Qa曰

.. -.

八00自n口,ón山户口,dtoó吕ō口一b户0
.

…
0091匀左ù

:
J性O甘O曰,̀

6
口̀
7Q
ù呼̀ō勺包片锅粉粉包折蒸切打筛装

羽毛粉车间

0 4 1 3 3 1 3 3 1 1 12 1 1

12
.

5 2 9
.

8 3 1
.

7 1 0
.

6 1 1
.

5 1 0
.

6 琴
.

:

5 1 5 1 0 3 2 1 1

2
.

2 1 1
.

1 2 2
.

2 6
.

7 4
.

4 2
.

2 2
.

2

接尘组对职组

3
。

5

8
.

8

3
.

2

1
。

2 8

吕
.

4

2
。

上呼吸道疾患检查
:

对受检工人进行上呼吸

道疾患检查
,

其结果见表 4
。

接尘组上呼吸道疾患者

高于对照组
,

两组间检出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5 )o

门̀.知刀任左ù,几nō朽̀n口亚óO口弃00乙八én.Rù,几ǹ,工. .一.土O幼nhù几O
, .ū̀O甘non口.ano1的乙一,土

,主.月占时̀口̀月肠八OJ任

345431韶35QU行行凌̀OU卜丹ó龙绒堆袋包分纹拼堆清
羽车绒间

三
、

生产车间空气粉尘中致病菌检查

我们分别在羽绒和羽毛粉加士车间内用平皿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