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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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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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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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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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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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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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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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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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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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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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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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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尘组对职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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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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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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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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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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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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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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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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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上呼吸道疾患检查统计

咽 炎 扁体肿大 鼻甲肥大鼻 炎

例 %

!鼻中隔偏曲

例 %

检查人数

1 0 4 5 2 5 0
.

0 1 4 1 3
.

5 2 5 2 4
.

0 1 2 1 1 多 7 6
.

7

4 5 10 22
.

2 2 4
.

4 4 8
.

9 1 2
.

2 1 2
.

2

接尘组对照组

3
.

肺功能检查
:

接触羽尘及非接尘工人肺通气

功能测定结果见表 5
。

表 5 两组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比较

接尘组 10 4 38

对照组 45 9

义 , 二 3
.

9 7 8

P < 0
.

0 5

3 6
.

弓 3 1

忍0
_

0 5

29
.

8

1 1
,

1

24
.

0

16
.

6

x , 二 5
.

9 9 2 x , = 1
.

34 Q

P < 0
.

0 0 5 P > 0
.

1

4
.

X 线胸片检查
:

10 4名接触羽尘工人进 行 X

线摄胸片检查结果
,

诊为
“
羽毛尘肺

” 1例 (占0
.

96 % )
,

“ 0
千 ”

4 例 (占3
.

85 % ) ,该例羽毛尘肺患者为分绒工
,

接尘工龄 18 年
,

其胸片X线形态
,

主要分布在两 中
、

下肺区
,

不规则小阴影 (S s/ )
,

密集 I级
,

并可见少

许类圆形小阴影
,

未见肺气肿
,
胸膜无改变

。

五
、

讨 论

动物羽毛中主要含动物蛋白
、

脂肪及其它杂质
,

其

中有混杂的泥土 以及被污染的细菌和寄生虫
。

本次调

查结果
,

羽毛尘中游离 51 0 : 含量为 6
.

9~ 17
.

2写
,

由

此表明羽毛尘的危害主要是3 0 2 。

生产环境羽毛尘浓

度高达 6 18
.

7m g /M 3 ,

说明羽毛尘的危害是严重的
。

据有关报道
,

接触动物性粉尘工人可使机体产生

变态反应性疾病
,

这种反应主要是吸入含抗原霉菌的

粉尘所引起
。

本次调查粉尘中虽含有霉截抗原物质
,

但体检没有发现患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工人
。

仅发现本

组工人上呼 吸道疾患高于对照组
。

我们认为这与吸入

含抗原粉尘的次数
、

强度和接触时间的
一

长短有关
,

而

机体的变态反应
,

又取决于霉菌变应原的作用
。

羽毛工尘肺致病原因首先应考虑是羽毛尘中游离

51 0 : 的作用
。

接尘者长期吸入含游离 段O : 的羽毛

尘
,

从而导致肺部X线胸片上出现尘肺样改变
。

其X

线形态以两中
、

下肺区不规则 s 形小阴影为主
,

密集

为 I 级
,

并可见少许类圆形小阴影
。

肺功能测定
,

接

尘者三项通气功能指标损害者高于非接尘者
,

说明羽

毛尘对肺通气功能是有影响的
,

应进一步开展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
。

(参加本调查工作 的有劳卫科全体同志
,

并得到该厂卫

生所 的大力支持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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