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徽中

别
,

揭示蔗渣尘所致 O E A A 与其受放线菌污 染 有

关
。

这与以往的报道一致
。

表明生产性陈 旧 蔗 渣

接触史是蔗渣尘所致 O E A A 的主要诊断依据
。

但本

文观察 35 例患者首次发病时的接尘工龄最短的 3个月
,

最长的 5 年 9 个月
,

而一些接触陈旧蔗渣十几年的工

人未见发病
`

揭示接触旧蔗渣尘时间与发病无一致关

系
。

二
、

临床表现特征

本组病例主要症状依次为气急
、

咳嗽
、

食欲明显

减退
。

体征主要为发热和体重减轻
。

10 0% 患者主诉

气急但无喘鸣
,

表现为稍有活动
,

如上楼
、

快步行走

即感明显气急
。

表明蔗渣尘所致急性 O E A A 临床表

现是较典型的
,

可以做为一项主要诊断依据
。

但本文

观察仅61
.

9% 的患者能明确接尘与发病之间的关系
,

3 8
.
1%的患者不能确切指出某一天接触后几小时出现

典型症状
。

仅能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逐渐感到不适
,

如

咳嗽
、

胸闷等
,

后加重到被迫休息
。

这部分病例职业

接触史确定比较 困难
,

临床表现不太典型
。

提示蔗渣

尘所致 O E A A 诊断尚需一些其它的附加诊断指标
。

三
、

X 线胸片

本文 35 例患者中22 例动态X 线观察
,

O E A A发作

期X 线胸片都有改变
,

并且随症状的改 善
,

X 线 胸

片改变逐渐消散
。

而接触陈旧蔗渣无症状者
,

共拍摄

132 人份X线胸片无类似改变
。

因此 X 线胸片可以作

为诊断蔗渣尘所致二O E A A 的一项指标
。

但本文观察

2 8
.

6% 患者症状重
,

X 线胸片改变仅为中下肺野纹理

模糊及散在分布的小点状阴影
。

揭示X 线胸片与症状

之间不是完全一致关系
。

X 线胸片应结合职业史
、

临

床表现相互比较补充
,

做出更客观的诊断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0年第 3卷第 3期

四
、

肺功能测定

本文9例患者中5例表现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
,

5例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者中有 3例同时有阻塞性通气

功能障碍
。

而陈旧蔗渣接触无症状者 32 人
,

无 1例有

类似的表现
。

测定 2例患者血氧分压均低于 80 %
。

因

此肺功能测定
,

可 以作为诊断蔗渣尘所致 O E A A 的

一项指标
,

和职业史
、

临床表现相互比较补充
,

做出

更客观的诊断
。

五
、

双向琼脂扩散实验

检测血清沉淀素阳性率
、

晨痰放线菌 培 养 阳 性

率
,

旧蔗渣接触组与患者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

同厂不接

触旧蔗渣者晨痰放线菌培养阳性率为 25
.

9%
,

血清沉

淀素双向琼脂扩散实验检测阳性率为 1 4
.

7%
。

表明这

两项指标对蔗渣尘所致 O E A A 诊断的意义不大
,

仅

可作为接触指标
。

B A L p细胞分类显示淋 巴 细 胞 增

高
,

其诊断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

六
、

诊断性治疗

一般认为本病病原菌是放线菌
。

但并非呱入肺内

的放线菌抱子在肺内繁殖致病
,

而属于 l 型变态反应

性疾病
。

因而抗菌素治疗效果不著
,

及时使用糖皮质

激素有助于缓解病程
,

改善预后
。

本文观察结果与此

一致
。

揭示当基层单位X 线摄片
、

肺功能测定
、

实验

室检测等手段不具备时
,

对有确切的接触史
,

临床症

状
、

体征可疑
、

抗菌素治疗效果不著的患者
,

使用糖

皮质激素进行诊断性治疗
,

有助于本病诊断
,

在基层

有一定应用价值
。

(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黄曙海
、

蒋东方
、

疗瑞庆
、

农雄

伟
、

何雪明
、

黎火佳
、

梁启 荣
、

梁家春
、

黎美清 )

钒 与血 清 胆 固 醇 含 量 的关 系

攀枝花钢铁公司劳动卫生防护研究所 邓永冲

钒作业工人血清胆固醇含量的报道结 果 不 尽 一

致
。

多数学者认为
,

钒接触者血清胆固醇含量明显降

低
,

与对照组比较两组差异显著 ; 另一些学着研究表

明
,

两者血清胆固醇无显著差异
,

或轻度暂时下降
,

无统计学意义
。

现将我所 1 98 4年钒作业工人劳动卫生

学调查中有关资料加以整理
,

着重对钒与血清胆固醇

含量的一些关系进行探讨
。

一

对象与方法

1
。

对象
:

分接触钒烟
、

钒尘两组及对照组
。

钒烟组
:

炼钢厂提钒车间工人 186 名
,

其中男 1背

人
,

女 9人
,

工龄 6
.

6 士 3
.

8年
,

年龄 37
.

1 士 7
.

7岁
。

工

种为提钒工
、

混铁护工等
。

钒尘组
:

炼钢厂钒渣车间工人 32 名
,

其 中男 29

人
,

女 3人
;

工龄 3
.

6 士 1
.

2年
;

年龄 34
.

4 士 4
.

6岁
。

工

种为钒渣破碎工
、

精选工等
。

对照组
:
该厂机修车间不接触钒工人 99 名

,

其中

男 89 人
,

女10 人 , 工龄 10
.

1士 7
.

3年 ; 年龄 3 6
.

4 士 5
.

7

岁
。

工种为车
、

钳
、

划线工等
。

2
.

198 4年车间空气钒 (V : 0 5 ) 测定
:

使用个体

采样器按白
、

中
、

夜班分别采样
,

连续 3天
,

极谱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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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计算平均浓度
。

3
.

1 9 7 5~ 1 0 5 1年炼钢-J 车间空气中 V
ZO 。

测定

结果及 19 8 1年炼钢厂渣场 V
: 0 5
浓度测定结果

。

4
.

尿钒测定
:

按接触钒两个工班
,

翌晨留尿
,

极谱法测定
。

5
.

血清胆固醇测定
:

采用硫磷铁显色法测定
。

结果与讨论

1
.

空气钒
、

尿钒
、

血清胆固醇测定结果见表 1
。

表 1 空气钒 (V
: O 妇

、

尿钒
、

血清

胆固醇含量测定结果

表 3 年龄与血清胆固醇含量关系

年 龄
血清胆 固醇m g / d L

对照组 钒烟组 钒 尘组

2 0~

3 0~

4 0以上

1 4 8
.

8 2士 2 8
.

6 0

n = 1 9

1 5 3
.

44 士 3 2
.

2 1

牡 = 5 4

15 6
.

1 2 士 2 6
.

6 1

n = 2 6

1 3 8
.

02士 2 5
.

1 6*

儿 = 2 7

1 50
,

4 0 士 2 7
.

83

倪 = 9 9

15 1
.

4 9 士 24
.

4 0

咒 = 6 0

1 3 4
.

4 2 士 25
.

13 *

牡 二 2 6

14 3
.

7 6 士 2 9
,

07

竹 二 6

. P < 0
.

05

空气钒

m g / m ,

尿 钒

“ g / L

血清胆 固醇
组 别 表 4

m g / d L

.

尿钒与血清胆固醇含量的相关分析
,

见表 4
。

尿钒含量与血清胆 固醇相关分析

尿 钒 血清胆固醇 相关系数

钒烟 组
拼g / L

产g L/ m g d/ L

钒尘组

0
.

0 1 6 士 0
.

0 06*

n = 6 2

2 2
.

3 8士 1 8
.

4 7 * *

几 = 9

0
.

0 0 5 3 士 0
.

0 0 3 1

竹 = 9

1
。

7 2上 1
.

2 4*

陀 = 1 8 6

5
.

5 4 士 3
.

7 7 * 卒

儿 = 3 2

1
.

2 7 士 1
.

3 0

牲 = 9 9

1 4 8
.

3 8 士 2 7
.

0 8

儿 = 1 8 6

1 3 3
.

7 3 士 35
.

5 6 *

儿 = 3 2

1 5 0
.

8 2 士 3 1
.

刁8

几 = 9 9

~ 2 一 0
.

0 6 2

对照组
2 ~

一 0
.

0 9心

* P < 0
.

0 5 * * P < 0
.

0 1 吐 以上

0
.

9 2 5 士 0
.

6 19

牡 二 1 25

2
.

7 6士 0
.

4 9 9

咒 = 7 3

7
.

2 3士 3
.

2 9

刀 = 30

14 8
.

7 1 士 29
.

7 0

儿 二 1 2 5

14 9
.

2 6 士 25
.

9 0

儿 二 7 3

13 2
.

0 6上 23
.

1 5 .

凡 = 3 0
一 0

.

3 8 5 4

钒烟组
、

钒尘组空气钒 (V : O 。 ) 浓度测定结果高

于对照组 (P < 0
.

05
,

P < 。 .

01 ) ; 接触钒烟组
、

钒尘组

尿钒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 差 异 (P < 0
.
0 5 , P <

0
.

01 ) ; 钒尘组血清胆固醇与对照组比较 (P < 。 .

0 5 )
,

有轻度降低
。

2
.

接钒工龄与血清胆固醇含量的关系
,

见表o2

表 2 接钒工龄与血清胆固醇的关系

* P找 0
.

05

表 4分析结果表明
,

尿钒浓度 > 7# g/ L 时
,

血清

胆固醇含量呈负相关性仕 = 一 。 .

3 8 54)
,

两者有显著直

线回归关系 (P < 0
.

05)
。

5
.

血清胆固醇含量异常检出结果
,

见表 5
。

表 5 血清胆固醇含量异常检出结果

低于下限值 高于上限值
血清胆 固醉 (m g Zd L ) 组 别

工 龄 例数 例数

钒烟组 钒尘组

14 2
.

6 9士 2 4
.

7 4

儿 二 8 1

1 4 7
.

1 4士 3 2
.

64

儿 = 4 0

1 5 3
.

8 6士 2 6
.

4 0

儿 = 65

13 3
.

7 3士 3 5
.

5 6*

对照组
九 旨 9 9 7

。

1 7 13 1 3
.

13

0 ~ 牡 二 3 2 锐烟组
牡 = 1 86

6 8
.

6 0

5 ~
钒尘组
儿 = 3 2

3 9
.

3 7乙 2 6
.

2 5 *

1 0以上

* P < 0
.

05 钒尘组无 5 年以上工龄

接触钒烟各工龄组
,

胆固醇含量无显著差异 ( F =

3
.

05
,

P > 。
.

05 )
,

接触钒尘 5年 以下工龄组
,

血清胆

固醇含量低子接触钒烟同年龄组 (P < 。
.

0 ,
。

3
.

年龄与血清胆固醇含量的关系
,

见表 3
。

对照人群随年龄分段不同
,

血清胆固醇含量
,

有逐

渐增加倾向 ,加一年龄段
,

钒烟组胆固醇含量有轻度降

低
,

30 ~ 年龄段
,

钒尘组胆固醇低于对照组和钒烟同年

龄段 (F = 4
.

42 3 , P ( 0
.

0 5) 多接触钒烟组内2 0~ 年龄段

胆固醇含量低于 30
, ,

40以上两个年龄段 (P < 。 .

05)
。

* P < 0
.

0 5 △ P > 0
.

05

以对照组血清胆 固醇第 5
,

第 95 百分位数为下限
、

上限

值
,

凡低子或高子该限值者
,

按异常计算 ; 本 文对照组血清胆

固醇下限值 106
.

18 m g / d L
,

上限值 招 6
,

8 3n lg /d L
,

计算方

法见 《医学 统计方法》 。

钒尘组血清胆固醇异常增高检出率较对照组明显

减少
,

有显著差异 (P < 。 .

0 5)
。

讨 论

尿钒与空气钒浓度有关
,

钒作业者尿钒排出量高

于对照组早已被确认
。

钒作业工龄与尿钒浓度两者元

关
。

K e毗 M “ C赫跄 研究指出
,

停止给药 7 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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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也有降低
,

尿钒含量为对照组 4
.

36 倍
。

这一点两者

非常相似
。

1 9 7 5~ 1 9 8 1年炼钢厂车间空气中V : O 。
侧定结果

及 1981 年炼钢厂东渣场V , O 。
浓度测定结果

,

见表6
、

表 7
。

钒烟组中空气钒 (V ZO 。 ) 浓度不高
,

低于国家

规定。
.

1刀飞g /m
3 的允许浓度

。

然而
,

钒尘组中空气钒

(V : O 。 )超过国家规定 .0 s m g /m
3的允许浓度 2 6

.

9倍
,

在 5 年以下工龄组与钒烟组的同工龄组血清胆固醇含

量比较
,

有显著降低趋势
。

表 e 炼钢厂车间空气中V : O 。
测定结果

年 实测点数 合格点数
浓度范围 ( m g /m 3 ) 合格率

最大值 最小值 %

左
ùnJū了00
价
U

,目

排泄总量为的写
、

89%
,

认为当钒在血中时
,

它主要

由肾脏排出
,

占给药总量的81 %
。

据尿钒排泄规律所

见
,

接钒工人脱离现场后
,

第一 日尿钒排出量最高
,

以后逐 日递减
,

五 日后仅可检出微量
。

为此
,

可以借

以解释
,

接钒工龄长而尿钒浓度不高
,

与迅速排出体

外有关
。

分析结果说明
,

接触低浓度钒
,

血中胆固醇不存

在有意义影响
。

接触高浓度钒
,

血中胆固 醇 含 量 降

低
。

作者试图探讨两者相关关系
,

未能得满意结果 ;

钒尘组白班 14 人
,

接触浓度 1 6
.

42 m g / xn , ,

夜班 18 人
,

空气钒浓度为 2 .7 1 3m g/ m
, ,

与胆固醇相关分 析 结

果
,

无统计学意义
。

目前
,

尿钒含量与血清胆固醇的关系研究不多
。

本文作者从尿钒含量与血中胆固醇相关分析中得到
,

尿钒含量在 7群g/ L 以上时
,

得到了尿钒增高与血中胆

固醇降低的负相关性
, r = 一 。 .

385 4 ,

和直线回归关系

( P < 。 .

肠 )
。

因此
,

尿钒浓度与胆固醇含量两者关系

密切
。

L we is ( 1 975年 ) 报道了钒接触者血清胆固醇

明显降低
,

尿钒增高
。

从报道的尿钒数据可计算出钒

接触者尿钒含量高于对照组 4
.

02 倍
。

本文钒尘组胆固

篆

1 97 5

19 7 6

19 7 9

19 B0

19 8 1

5

1 2

1 2

16

23

Q2 8 0
.

00 9 8 0

3 5 0 0
.

0 0 1 7 5

3 Q6 0
.

0 05 5 8

44 5 0
.

0 0 9 5 0

5 0今 0
.

0 0 3 赶6

注
:

国标 V : 0 , 尘 0
.

s m g /m 忿 ; V ZO ;烟 0
.

l m g /m 3 。

表 了 1 98 1年炼钢厂东渣场V : 0 。
浓度测定结果

测定地点 实测点数 合格点数
浓度范围 (m g /m 3 )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合 格 率

%

破碎机平 合

皮带旁

皮带机旁

砸渣场地

皮带机头抓料

天车上

1 1
.

11 0 2
.

8 1 3*

2 73
.

7 5 0 22 2 2 0

2 76 0 0 0 2
.

0 6 3

8
.

6 2 5 0
.

4 5 8

7 8
.

37 5 2 4
.

2 4 2

8 1
.

37 5 0
.

2 5 7

0
.

0

0
.

0

0
.

0

3 3 3

C e
.

7

注
:

国标 V 20 , 尘。
.

sm g/ m 3 ; * 朱操作时
。

随年龄分段不 同
,

血清胆固醇含量有逐渐增高的

倾向
,

而对照组同样有增高的趋势
。

从表 3中看出
,

钒

烟组的20 ~ 年龄段青年工人的胆固醇有轻度降低
。

钒

尘组无 20 ~ 年龄段青年工人
。

而 30 一年龄段青壮年工

人的血清胆固醇低于对照组和钒烟组
。

因此
,

钒对青

壮年工人的胆固醇含量有所降低
。

在研究钒作业工人对血清胆固醇含量的影响
,

多

采用样本均数比较的方法
,

判断有无差异
。

本文对接

钒组和对照组胆固醇降低的异常发生率也做了比较
,

但两种方法未能得到一致的结果
,

见表 5
。

既往的研

究多重视胆固醇有无降低
,

忽视了胆固醇异常增高率

应有的意义
。

分析中发现
,

接触高浓度钒时
,

胆固醇

异常增高
,

检出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

有显著差异 (P

< 0
.

05 )
。

由于观察例数较少
,

还不能肯定说明钒作

业工人发生高胆固醇较对照组少
,

尚待进 一步观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