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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尘肺的病理研究 (一例报告)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抚 顺 铝 厂

王明贵
.

赵金择 马 旭

胡玉 良

提 要 报告 1例氧化铝电解工人肺脏的病理改变
、

肺内粉尘和车间飘尘的X 线衍射分析结果
。

证明氧化铝尘有一定的致纤维化作用
。

对氧化铝尘肺的病理改变
、

名称等进行讨论
。

关键词 氧化铝尘肺 X 线衍射 电子探针

氧化铝尘的致纤维化作用是一个久未解决

的课题
。

除少数实验性研究资料外
〔 , 、 ” ,

尚未见

人体病理报告
。

本文就 1例氧化铝电解工人肺

脏的病理改变
,

探讨氧化铝尘的致纤维化作用

间题
。

病 例
、

摘 要

患者何某
,

男性
,

叙岁
,

某铝厂 电 解 工

人
,

工龄 2 3年
,

主要生产过程是以A 12 0 3
为原

料
,

,

加少量助熔剂
,

用电解熔融法制 取 金 属

铝
。

在下料
、

加工 (打壳 )和清理 电极过程中产

生大量粉尘
,

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 为 4 ~ 5 00

m g /m
, 。

绝大部分是 A 1
2
O

, ,

游离51 0
2

在 0
.

5 %以

下
, 5召 以下的粉尘 占86 %

。

半机械化作业
,

劳

动强度较大
,

个人防护只有普通纱布 口罩
。

既

往健康
,

否认结核史和慢性肺疾病史
。

胸部 X线平片显示两肺纹理增强
,
散在类

圆形小阴影和不规则小阴影
,

以中下为主
,

密

集度 1级
。

1 9 8 8年 6月因患右肺中叶肺癌
,

入

某院胸科行肺叶切除术
,

病理诊断为鳞癌
。

术

后恢复良好
,

目前仍从事轻工作
。

材料和方法

1
。

病理检查
:

取切除的肺叶部分组织
,

10 %福尔马林固定
,

常规石蜡包埋
,

H E
、

v G

和镀银染色
。

2
、

偏光显微镜检查
:

在光镜 观 察 的同

时
,

用偏振光检查组织内双折射颗粒的存在与

分布
。

3
.

X 射线衍射分析
:
取肺组织笔

, 4 5 0o C

碳化 2 小时
,

将残渣用理学 D /m a x一 rA 旋转

阳极X射线衍射仪进行分析
。

同时
,

取车间飘

尘做对比分析
。

4
.

肺组织电子探针检查
:

切片剩余的组

织块脱蜡
、

千燥
、

喷金
,
用电子探针分析仪做

线扫描分析
。

结 果

大体所见
:

肺组织柔软
,

胸膜光滑
,

表面

和切面散在少量尘斑
, 2~ 3m m

,

不规则
,

无

明显灶周肺气肿 ; 此外
,
尚可见较为密集的类

圆形黑色结节
,

境界清楚
,

但质地较软
。

未见

典型矽结节样改变
。

镜下所见
:

可见许多粉尘纤维灶
,

多位于

呼吸细支气管周围的肺泡腔内
,

由大量黑色粉

尘和不等量的网状纤维构成
,

其间也可见少量

胶原纤维
。

上述病变向附近肺泡壁延伸
,

并使

之增厚
,

病灶呈星芒状
。

另外
,

也可见由粉尘

纤维灶进一步发展成的混合尘结节
,

此等结节

数量较少
,

范围也小
,

可仅为一个肺泡腔的机

化性纤维化
。

有些小支气管壁和小血管壁周围

粉尘性纤维化也较突出 (图 i o) 胸膜下胶原纤

维轻度增生
,

但未 向岁内伸延
。

肺叶周边部肺

组织内的呼吸性细支气管和所属肺泡不同程度

扩张
。

在偏振光下粉 盆纤维灶内和混合尘结节

内可见许多细小尘粒和针状双折射物质
,

尤其



小支气管周围的纤维化病变中更为明显
。

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

肺组织中可 检
’

出

a A I
2
0

3、

协 1
2
0

3

和 15 0
2。

对车间空气飘尘的分

析也得到同样结果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在线扫描的轨迹上同

时检出铝
、

氧
、

硅元素
,

提示组织内 A 1
2
0

3

和

5 10
2

的存在 (图 2 )
。

图 1 肺组织内的一个混合尘结节 H E x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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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的粉尘或烟雾引起的肺部疾患称之为铝

尘肺
〔 3 , 。

但是 K in g 等人在论及金属铝的致纤维

化作用时指出
,

无论是职业性接触或动物实验

均未能见到明显纤维化
。

只是在战争年代德国

铝厂工人因为通风不 良吸入 高浓度铝和矽的烟

尘而发生铝尘肺
,

病变特点是弥漫性纤维化
,

并

非结节性改变
。

为明确病因
,

本例称之为氧化

铝尘肺更为恰当
。

3
.

氧化铝尘的致纤维化作用
:

目前
,

有

关职业性接触 A 1
2
0

3

对人肺脏影响的病理报

告甚少
。

S tac y的动物实验结果是 a A I : 0 3
在致

病作用上属于
“

惰性
”

粉尘
; D loxn

a n 对氧化

铝有关的肺脏疾病加以综述
〔̀ , ,

认为职业性接

触最多只能引起轻度结节性反应
。

本病例术前

一直从事氧化铝电解作业
,

主要接触 A l 20 3 ,

肺内粉尘 的X射线衍射结果也与现 场 飘 尘一

致
,

电子探针也 hlJ 样检出 A I : 0 3 。

至于肺内也

同时有 51 0
2

检出
,

这是由于在生产条件下工人

接触的绝非单一粉尘的缘故
,

因为车间空气中

的粉尘绝大部分是 A I夕
3 。

所以
,

本例肺内的

纤维化病变主要是 A l
:

O
。

所致
,

尤其是
a A 1

2
O 3 。

我们认为
,

职业性接触的氧化铝具有一定的致

纤维化作用
。

(本文图片 由那贵平 同志摄制
,

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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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肺组织的电子探针分析
,

可见A l和 0 元素

讨 论

1
.

病理改变
:
本例肺组织内出现了尘性

纤维化改变
,

主要表现为尘性纤维灶和小支气

管周围的间质纤维增生
。

虽然程度较轻
,

但却

属于尘肺性病变
。

结合职业史和粉尘 分 析 结

果
,

本病例诊断为氧化铅尘肺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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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B H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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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职业

流行病学学组成立暨学术交流会在秦皇岛举行

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职业流行病学学组成立暨第一届学术交 流会
,

于 1 9 9 0年 7 月 11 一刊 日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举行
。

来自各级职防院所
、

防疫 站
、

高等医学 院校和科研单位的 2例名代表参加 了大会
。

会议由

傅慰祖副研究员主持
。

我国劳动卫生界老前辈顾学箕教授致开幕词
。

韩向午教授代表学组筹备组作了学组筹备过

程报告
。

会上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秘书苍恩志副教授代表主任委员刚葆琪教授宣读学组组成人员名单
。

学组 由王

治明
、

刘占元
、

叶草萃
、

陈镜琼
、

陈曙阳
、

金水高
、

韩向午
、

傅慰祖 (按姓氏笔画为序 ) 等 8人组成
。

韩向午
、

傅慰祖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
,

袁聚祥为秘书
。

学组挂靠华北煤炭 医学院
。

大会共收到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及职业病预 测方法
,

尘胁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

职业肿瘤 流行病 学 调

查研究
,

职业中毒流行病学调查等有关方面论文共 2 32 篇
。

经学组筹备组审稿
,

大会发言 5 篇
,

大会交流巧篇
,

分组交流 1 07 篇

学组决定下届学术会议将在 1 9 9 3年召开
。

( 中华预 防 医学会劳动卫 生 与职业
.

病学会职 业流行病学学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