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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纶粉尘接触水平与肺功能反应关系

描博市卫生防疫站
.

蒋绪亮 张仲平 付爱玲 王 桂凤 谭玉 凤 张德恩

淄博合 成 纤 维 厂 王桂林 韩俊信 刘 静

近年来
,

有机粉尘的职业危害间题已 引
.

起 人丁们

的关注
,

但车间空气中精纶 (聚丙烯睛 ) 粉尘的卫生

标准尚属空白
。

本文在探讨睛纶粉尘能引起作业工人

肺功能异常改变的基础上
,

试用现时寿命表相关回归

法
,

以探求累计接尘量与肺功能异常改变间接触水平 -

反应关系
,

旨为制订车间空气中睛纶粉尘卫生标准提

供参考依据
。

材料与方法

1
.

调查对象
:

详细询问每个工人的职业史
、

既

往史
、

心肺疾病史和吸烟史
。

选择无心 肺 疾 病史
、

吸烟史
,

单纯接触腊纶粉尘的挡车女工 10 2人为调查

组
,

平均年龄 2 6
.

5岁 ( 18 ~ 始岁 )
,

平均工龄 .5 4 年

(1 ~ 14
.

67 年) , 另选不接触粉尘
、

毒物
,

劳动强度

相当
,

不吸烟女工 90 人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28 岁 (20

~ 4 8岁 )
。

2
.

肺功能测定
:
用上海产 L R一 80 型流量 容 积

仪
,

按常规操作描记用力呼气流速
一

容量曲线及时间肺

活量曲线
,

每人测 3 次
,

选最佳 图 形 算 出 F V C
、

F E V I
。

。 、

F EV .I 。
/ F V C

、

P E F
、

F E F
Z 。 一 7 。 、

V 7 。 、

v 。 。 、

v : : 、

v
。 。
/ v

: 。 。

每天使用前后均对仪器容量

进行校正并检查气密性
。

测得的各值均按当时室温和

气压换算成标准气压
, 37o c 水 蒸气 饱 和 时 肺 容量

(B T P S )
。

3
.

累计接尘量计算
:
用滤膜重量法定点测定工

人作业环境空气中腊纶粉尘浓度
;
焦磷酸重量法测定

腊纶粉尘中游离 51 0 : 含量 , 深入现场
,

摸清工人分

别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实际接尘时间 , 根据工人劳动

强度
,

确定其每班吸入空气量
。

按下式算出工人累计

接尘量
:

累计接尘量 (m g) 二 刃B C D

B

— 车间空气中睛纶粉尘平均 浓 度 (拟留

m , ) ;

C

一
工人实际接尘时间 (小时 ) ,

D

—
8小时工作日吸入空气量

,

采用 1 0m . ,

实际接触不到 8 小时者按比例折算
。

结 果

1
.

车间空气中睛纶粉尘浓度
、

分 散 度
、

游 离

5 10 : 含量测定结果
:

详见表 1
。

表 1 工人作业环 境空气中粉尘浓度及分散度测定结果

粉尘浓度 (m gm/ s) 分散度 (% )

作业岗位 样 品 数
平 均 数 范 围 < 5拼m 5拼m 一 1 0子`m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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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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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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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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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游离 5 10 , 含量 为 2
.

0 2% ( 0
.

7 5~ 1
.

2 9% )

2
.

9 项肺功能参数预计值多元线性 回归方 程

式
:

为消除年龄
、

身高
、

体重等因素的影响
,

首先用

对照组各指标实测值
,

算出 9 项肺功能参数预计值多

元线性回归方程式
,

见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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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肺功能参数预计值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
肺 功能参数 常 数 项 回归方程式

年龄 ( 岁 ) 体表面积 ( m
3 )

F C V( l)

F E V
I ( l )

F E VI / F VC ( %)

E PF ( 1/ s e。 )

V, s ( l/ s e )C

V , o ( l / s e )C

V Z , ( l /s e )C

V , o / V Z , (% )

F E F Z , _ : , ( l /s e e )

一 0
.

0 1

一 0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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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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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8 5

1
.

8 1

1
.

9 6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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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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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7 8

入

夕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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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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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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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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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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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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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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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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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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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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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2
.

6 5

2
.

1 3

1
.

2 4

3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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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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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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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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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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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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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万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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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x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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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一 0
.

Q l x l + 0
.

s x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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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 1
.

9 1劣 2

A

g “ 2
.

1 3 一 0
.

Q2劣 i + Q
.

7 6x 2

八

y = 1
.

2 4 + 0
.

Q2 x l + 0
.

14 x 2

A

万 = 3
.

Z a 一 0
.

旧劣 i + 0 61劣 2

表 3 两组工人 9项肺功能参数实测值 /预计值的交 土 S D

调查组 ( n = 10 2人 ) 对 照组 ( 90 人 )

肺功能参数
X 士 S D X 士 S D

P

010501似似01肠肠.0..00.0.0认.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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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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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 13 0 土 0
.

1 0 7 1

0
.

9 7 9 6 士 0
.

12 7 9

0
.

9 9 59 士 0
.

0 9 29

0
.

8 8 2 3士 0
.

2 09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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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7 0

0
.

8 8 67 士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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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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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2 8

1
.

0 8 7 2士 0
.

2 3 08

0
.

9 0 6 5 士 0
.

2 0 14

0
.

9 7 1 4士 0
.

10 8 0

1
.

0 5 58 士 0
.

1 2 88

1
.

0 0 0 0 士 0
.

0 6 63

G
.

9 9 49 士 0
.

2 1 6 2

1
.

0 12 3士 0
.

2 1 62

0
.

9 9 2 5 士 0
.

2 4 5 1

0
.

9 8 37 士 0
.

3 3 44

1
.

0 5 0 8士 0
.

24 0 0

0
.

9 7 5 3士 0
.

1 8 5 4

3
.

7 5 7 4

4
.

1 0 67

0
.

3 5 0 6

3
.

66 4 5

4
.

5 5 2 2

3
.

1 5 5 0

2
.

6 5 88

1
.

0 7 03

2
.

4 6 10

< 0
.

01

3
.

肺功能测定结果
:

按表 2中 9 项肺功能参数预 限 ) 为正常最低界限
, 9项肺功能指标中有一项及一

计值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式
,

分别算出调查组和对照组 项以上指标超出此界限定为肺功能异常
,

调查组有 7

工人经校正过的预计值
,

再求出实测值与 预 计 值 之 人被判定为肺功能异常
。

按累计接尘量分组
,

用现时

比
,

以此作为变量
,

用 七检验作两组间差别显著性检 寿命表法算出肺功能累积异常概率; 采用 相关 回 归

验
,

结果见表 3
。

法
,

求得累计接尘量对数与肺功能累积异常概率的概

4
.

计算肺功能累积异常概率
: 以对照组各实测 率单位间的相关回归方程式为

: r = 0
.

78 0 7 (P < 0
.

05)
,

A

值占预计值百分比均数减去 1
.

96 倍标准差 ( 95 % 可信 y = 1
.

8了8 ll n 劣 一 18
.

6 5巧
,

见表 4
。

表 4 各累计接尘量组的累积异常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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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0 ~

4 0 0 00 ~

6 0 00 0 ~

8 0 0C0~

10 0 0 0 0~

1 20 0 0 0~

14 0 0 0 0~

9
.

2 1 0 3

10
.

3 0 9 0

1 0
.

8 1 9 8

1 1
.

1 5 63

1 1
.

4 0 7 6

1 1
.

6 08 2

、1 1
.

7 7 5 3

1 1
.

8 4 94

0

0

0

0

0
.

0 66 6 7

0
.

0 6 6 67

0
.

1 8 18 2

0
.

2 0 0 0 0

0
_

5

0
.

5

0
.

5

0
.

5

0
.

5

0
.

5

0
.

5

0

0

0

0

0
.

0 6 4 5 2

0
.

0 6 4 5 2

0
.

1 6 6 67

0
。

18 18 2

1

1

1

1

0
.

9 3 5 4 8

0
.

9 3 5 4 8

0
.

8 3 33 3

0

1

1

1

1

0
.

9 3 5 4名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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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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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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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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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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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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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推算睛纶粉尘安全浓度
:

若按工人一生连续

接尘30 年
,

控制肺功能累积异常概率为 5%时
,

据方
程式

:

扩
一 1

.

8 7 8 l lxn
一 1 8

.

6 9 7 5
,

则车间空气中腊纶

粉尘安全浓度应为 1
.

4m g /m , ; 在现在 平 均 浓 度

4
.

22 m g /m
3
环境中工作

,

保护 99 %
、

95 %
、

90 %
、

80 %的工人肺功能不受损害的最长工作年限分别为 7

年
、

1 0年
、

2 2年
、

2 5年
。

讨 论

1
.

睛纶粉尘能引起肺通气功能混合性损害

表 3显示
,

调查组 F V C
、

F E v l
.

。 、

P E F
、

v , , 、

.

V
。 o 、

V : 。

非常低于对照组 ( P < 0
.

0 2)
,

F E F : 。 一 , 。
也

低于对照组 (P < 0
.

05 )
,

可见接触睛纶粉尘能引起肺

通气功能混合性损害
,

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

2
.

睛纶粉尘接触水平与肺功能反应存在线性关

系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90 年第 3卷第 3期

表 4 显示
,

累计接尘量的对数与肺功能累积异常

概率单位间呈线性关 系
, 犷 = 。 .

78 0 7 (P < 0
.

0 5)
,

A

y 司
.

8 7 8 ll n x 一 1 8
.

6 5 7 5
,

即随着累计接尘量的增加
,

肺功能累积异常概率也随之上升
,

故认为睛纶粉尘接

触水平与肺功能反应间存在线性的接触水平
一
反 应 关

系
。

3
.

采用 1 0m g力n , 作为睛纶粉尘卫生标准不能

充分保护工人健康

在目前尚未制订车间空气中睛纶粉尘卫生标准的

情况下
,

实际工作中通常采用 10 m g /m , 作为睛纶粉

尘卫生标准
。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

车间的空气中睛

纶粉尘安全浓度应为 1
.

4 In g /m . ; 在现在平均 浓 度

4
.

2 21119 /m s 环境中工作
,

工人肺功能不受损害的工

作年限较短
,

可见采用 10 m g /m
, 作为睛纶粉尘卫生

标准不能充分保护工人健康
,

建议从严掌握
。

蔗渣尘所致急性职业性外源性

变态反应性肺泡炎诊断的初步探讨

王力衡
`

梁德新
`

韦德宽
之

罗永明
,

方建勋
`

江 原飞 .

接触生产性蔗渣
,

部分工人可患外源性变态反应

性肺泡炎 ( O E A A )
。

1 9 8 8年 1月 1 日颁布施行的职

业病名单己将 O E A A 列入
,

但尚没有国家诊 断标

准
。

1 985 年 2 月至 19 8 8年 6月我们分层随机抽样前瞻

性调查广西 7 个糖厂蔗渣尘生产性接触者
,

发现 3 5例

56 例次陈旧蔗渣尘接触者
,

接触后出现 以气 急
、

咳

嗽
、

食欲减退为特征并伴有X 线胸片改变及通气功能

降低的临床表现
。

本文目的是通过本组病例的分析
,

探讨急性 O E A A 的诊断
,

包括职业史在诊断中的价

值
,

O E A A的临床症状特点
,

X线胸片改变和临床症

状的关系及其在诊断中的应用
,

蔗渣尘接触者肺通气

功能的变化
,

实验室免疫学检查
,

晨痰放线菌培养
,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分析
,

血氧分压测定在诊断中应用

的可能性等
。

对象和方法

一
、

对 象

按生产规模分层 随机抽样调查广西大型糖厂 3家
,

中型糖厂 2家
,

小型糖厂 2 家
,

生 产 工 人 12 10 人
,

4 0 3 3
.

3人年
。

将生产工人按蔗渣尘接触情况分为不接

触组 ( 7 8 9人 )
、

陈旧蔗渣接触组 ( 2 3 4人 )
、

新鲜蔗

渣接触组 ( 2 5 7人 )
。

二
、

方 法

1
.

临床调查
:

组成有各被抽样调查糖厂医院医

师参加的协作组
,

学习统一症状询间及体检方法
。

特

别注意询问发病与接触蔗渣尘的关系
。

2
.

X 线胸片
:

常规拍摄症状出现时及消失后胸

部后前位大片
。

3
.

肺通气功能测定
:
用日产 A S一5 00 自动肺量

测定仪测定F v C
,

F EV I . 。 ,

v
: 。 ,

v Z 、 。

4
.

双向琼脂扩散实验
:

取生产现场空气中分离

出的放线菌浸出液为抗原
,

用 1 %琼脂糖铺板
,

做梅

花状打孔
,

与血清做双向扩散实验
。

5
.

晨痰放线菌培养
:

取晨痰直接接种于高氏 1

号及燕麦粉— 土壤液培养基
,

于 56 oc 培养分离放线

菌
。

6
.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分析
:

常规做支气管肺泡

灌洗
,

回收灌洗液立即离心分离细胞
,

涂 片 瑞 氏染

色
,

油镜下检查 20 0个细胞
,

计数细胞分类
。

结果和分析

一
、

一般情况

35 例急性 O E A A 病例
,

男 n 例
,

女 2 4例
。

年龄

即 ~ 57岁 (平均 3 2
.

9岁 )
,

6 3
.

6%小于 30岁
。

1
.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2
.

广西贵县糖厂医院

3
,

广西桂平糖厂 医 院 4
.

户西迁江搪厂医院

5
.

广西红河糖厂 医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