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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农业有机粉尘危害的研究现状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研究中心 刘镜愉

农业有机粉尘危害随近代农业技术的发展
,

特别

是大规模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生产
,

带来许多新的卫生

问题
,

日益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

在 一些发达国家
,

农

业人 口中的职业病比重
,

职业危害人数
,

均有日渐增

多的趋势
。

如美国
,

农业生产已成为最有危 害 的 职

业
,

特别是呼吸疾病的发病率最为突出
,
占所有职业

的首位 〔名 J 。

传统的农业环境危害仅涉及常见的有机 粉 尘 如

棉
、

麻
、

谷物
、

霉草
、

木尘等
。

近年来的农业环境及

粉尘危害更为复杂
。

如出现了猪及家禽养殖舍的环境

危害间题
,

各种奶制品生产以及污物处理站等新的有

机粉尘危害问题
。

这些粉尘多属馄合性粉尘
,

琴少涉

及 ( 1 ) 混合性植物颗粒或断片 , ( 2 ) 微生物
、

霉

菌及其毒性产物
; ( 3 ) 昆虫及其断片 ; ( 4 ) 毒性

化学物及其残毒物 , ( 5 ) 饲料及其填加剂
,

如动物

粉及抗菌素等 ; ( 6 ) 鸟及啮齿动物的蛋 白 成 分 ,

( 7 ) 非有机颗粒
,

如二氧化硅等
`幻

。

由于农业有机粉尘的复杂性
,

其致病性 也 较 复

杂
。

同样的农业环境
,

常引起人体不同类型的反应
,

其中最为常见的有四种
,

即
:
呼吸道炎

,

包括急
、

慢

性鼻咽炎及支气管炎 , 外源性变应性肺泡炎或过敏性

肺炎 (E A A或 H P ) , 支气管哮喘 (B淘
, 有机粉尘

毒性综合征 ( O D T )S
。

呼吸道炎症

急性炎症如鼻炎
、

咽炎
、

支气管炎等常出现于谷

物作业工人以及猪养殖
、

禽类养殖的作业者
。

表现为

接触后的气道粘膜分泌物增多
,

咳嗽
、

咳痰等
,

脱离

作业后可 自愈
。

支气管的病理表现为中性多形核细胞

集聚
,

局部吞噬细胞趋化性增加
,

急性支气 管 收 缩

等
。

长期持久的接触有机粉尘可导致慢性支气管炎
,

表现为持续性咳嗽
、

咳痰
,

易于上呼吸道感染
,

冬季

加重
,

并出现进行性的通气功能减退
。

一般认为其诊

断标准应是慢性进行性咳嗽
、

咳痰
,

每年持续超过 3

个月
,

并且应连续超过 2年 〔 , J 。

农业有机粉尘对呼吸道的慢性损害
,

类似于吸姻

危害
,

其病理生理特征是
: ( 1) 气道组织的非特异性

炎症反应 , ( 2 ) 炎症带来的蛋白水解酶释放
,

气道

上皮细胞接合点的破坏以及由其导致的渗出
,

分泌物

增多
,

气道反应性增高; ( 3 ) 呼吸道杯状细胞数增

加
,

上皮下腺体及平滑肌的肥大
,

以及刺激性受体敏

感度增高等
。

外源性变应性肺泡炎

目前认为是有机粉尘导致的另一种特殊 形 式 的

急
、

慢性炎症
。

常于接触有机粉尘后 4 小时左右出现

发作性呼吸道症状
,

伴有咳嗽
、

发热
、

胸闷
、

疲乏无

力等
。

可有肺功能下降
,

胸部X 线出现小结节状浸润

影
。

血中出现特异性沉淀素抗体
。

急性期的病理变化

主要为肺泡壁的中性细胞浸润及巨噬细 胞 集 聚
、

水

肿 , 慢性期形成肺间质纤维化
。

本病患病者约占农业

人 口 的 1%
〔 3
几 主要病原为异种蛋白成分及 霉 菌

、

细菌
,

如小多芽抱菌及嗜热放线菌
,

其致病浓度约为

10 ` ~ 1 0 ` o个 /m s 。

本病的致病机理至今看法尚未一致
。

多数人认为

与 l 型及W型变态反应有关
。

近年来有人更强调非免

疫机制或巨噬细胞的作用
。

但无论是免疫或非免疫机

制均可激活巨噬细胞
,

且释放溶酶体酶
,

导致组织炎

症及肉芽肿反应
。

近年来通过肺饱灌洗技术 ( B A )L 的研究
,

发现

E AA 灌洗液表现为
: ( 1 ) 细胞总数增 高 , ( 2 ) 琳

巴细胞百分数增高 ; ( 3 ) 淋巴细胞中多数为 T淋巴

细胞
; ( 4 ) 巨噬细胞中可存在放线菌抱子

; ( 5 )

各种蛋白成分如 Ig A
、

gI G
、

l g M 等均增高
。

以上说

明了免疫机制特别是细胞免疫占有重要地位
。

但 E A A

的细胞学变化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

C os 七ab el ( 1 9 8 8) 4[ 〕

曾提出 E A A 的早期变化为嗜中性细胞肺泡炎
。

抗原

吸入后
,
首先的变化是免疫复合物反应

。

B八工 表现

为中性细胞趋化因子 ( N C )F 活力增高
,

多形粒细胞

增多
。

而继续接触抗原数天后
,

则逐渐转变为细胞介

导的免疫反应
,

成为亚急性或慢性琳 巴细胞 性 肺 抱

炎
,

淋巴细胞显著增高
。

组织学表现为单核细胞包括

淋巴
、

浆细胞浸润
,

形成肉芽肿变化
,

并进而发展成

肺间质纤维化
。

支气管哮喘

农业有机粉尘是引起职业性哮喘的重要原因
。

由

于有机粉尘较之其它物质具有更为突出的抗原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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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于有机粉尘作业效率后发生症状
,

其发作与粉尘接

触密切相关
。

患者常具有特应质
,

常见于谷 物 操 作

工
,

也见于多种类型的有机粉尘接触者
。

其急性发作

期的主要病理生理变化为
:
支气管平滑肌痉挛

,

粘膜

水肿
,

混合性细胞浸润
,

粘液分泌增多以及气道上皮

细胞脱落
,

一般均有气道高反应性
。

其发病机理常涉

及变态反应及介质作用
,

药理物质作用
,

刺激及炎症

反应等
。

近年来
,

介质与哮喘的关系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

并已取得明显的进展 st j 。

变态反应中的许多细胞 如

肥大细胞
、

嗜碱细胞
、

嗜酸细胞以及中性细胞等
,

在抗

原作用下
,

均可产生许多介质
,

并产生相应的生物学

作用
。

如肥大细胞即可存在两类介质
,

即
: ( 1 ) 预

先形成的颗粒伴随介质 (P efr
o r rr 吧d ,

g r a n u le as
-

sOC i et d)
,

包括组织胺
,

嗜酸细胞趋化因子 (E C F A ) ,

高分子量中性 细 胞 趋 化 因子 ( H MW · N C )F
,

各

种中性蛋白酶 小隐u t r al p r ot e韶 e 弓) ,

酸性 水 解 酶

体
C id hy d olr ase 动以及肝素糖蛋白 (P 八>et ogl yc an )

等
。

其生物学作用为平滑肌收缩
,

粘液分泌
,

嗜酸细

胞及嗜中性细胞浸润
,

毛细管渗出
,

粘膜水肿
,

上皮

脱落以及组织损伤等病理变化
。

( 2 ) 新形成的膜衍

生介质 (Ne w ly f 0 T rI 况 d
,

m e m b

arn
e

de
r iv e d )

,

较前者更为强大
,

主要包括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
如白三烯 ( L e u k优ier n e s ,

L sT )
,

前列腺素 (P or
-

s t a廖an di n s ,

P G s ) ,

血栓素 (T hr
o m ob o x an

s ,

T X )

以及血小板活化因子 (P l a t e l e t ac 七iv 如 n g f ac 七or
,

P A F ) 等
。

以上物质对肺组织及平滑肌均有强大的收

缩作用
、

炎症作用以及增加毛细血管通透性
。

如 L T C

及 L T D 对支气管肌肉的收缩力较组织胺强 1 0 0 0倍
,

较前列腺素 (P G F : 户 强 50 0 倍
。

有关哮喘的其它方

面如抗原特异性抗体 gI E
、

gI G 4 的研究
,

抗变态反

应药物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相当进展
。

有机粉尘毒性综合征 ( O D T s)

农业生产及加工过程中接触高浓度的有机粉尘可

导致一种流感样症候
,

以往有人称为肺霉菌 毒 素 病

(P ul m on
a巧 m y c 。切x ic os is)

一

或毒热 ( T o
ix n fe

-

ve l’)
、

地窖装卸工综合征 (iS l o u n l o a d e拐 s

yn d r o m )
。

症状通常出现于工作后 4 ~ 6小时
,

表现为发热
、

发

冷
、

关节痛
、

头痛等
,

伴有白细胞增多症
,

血清中很

少存在特殊抗体
。

经验证明
,

其病原物多为霉菌
、

细

菌及内毒素等
。

霉菌毒素并非本病致病原因 ; 但近年

来证明人体吸入 0
.

2一 3拼g 的内毒素可引起同样典型

的症状
,

并在短期内自愈
。

19 8 5年在瑞典召开的农业

环境有机粉尘卫生国际会议
,

正式称本病为有机粉尘

毒性综合征 帅 。 。

O D T S的发病机理并非免疫反应
,

而是有机粉尘

的非特异性作用
,

即与激活肺泡巨噬细胞并释放白细

胞介素 I有关
。

此外
,

也可能与有机粉尘直接激活补体

C l 一C 3 ,

引起巨噬细胞非特异性释放水解酶及花生四

烯酸有关
。

本病不同于 E A A
,

主要理由为
: ( 1 ) 多为一

次高浓度接触后发病
; ( 2 ) 一次接触中的催患率甚

高 ; ( 3 ) 非进行性
,

有自愈倾向 ; ( 4 ) 多数患者

血清中沉淀素抗体阴性 , ( 5 ) 支气管灌洗液细胞分

析为中性粒细胞优势 , ( 6 ) 肺病理为急性炎症而非

肉芽肿
。

几种常见的农业有机粉尘危害

一
、

谷物粉尘

一般为包括有机及无机成分的混合性粉尘
。

无机

成分主要为二氧化硅
,

含量可有不同
,

陈学原等 〔 , , 报

告国内谷物粉尘 51 0 : 含量约为 13
。

4 2~ 38
.

6%
。

有机

成分则十分复杂
,

根据谷物不同类型而有明 显 的 区

别
,

这些包括植物果实
、

种子
、

叶茎和一些非植物成

分如化学残存物
、

细菌
、

真菌
、

昆虫以及动物蛋白成

分等
。

谷物粉尘成分也受地 区
、

收割
、

储存
、

加工等

方面因素所影响
。

多数谷物粉尘颗粒具有明显的生物活性
,

有些具

有刺激性
,

如硬质小麦
、

大麦粉尘
。

不同类型的谷物

粉尘可引起相同的生物学反应 ; 而单一类型的谷物粉

尘也可引起多种不同的生物反应
。

这些反应包括急性

鼻咽炎
,

急
、

慢性支气管炎
,

慢性阻塞性肺病
,

支气

管哮喘以及刺激性眼病等
。

do P i e o ( 1 9 5 0 ) 〔 . 〕观察 3 00

名谷物工人
,

发现存在眼
、

鼻刺激症状者各占77 %及

64 %
,

有76 %的人主诉咳嗽
,

诊为慢性支气管炎者占

57%
。

D仍ma
n ( 1 9 8 0) 〔 ’ J 观察 9 0名非吸烟 谷 物 工

人
,

并与90 名非吸烟正常人对照
,

发现慢支的患病率

分别为 2 3
.

1%及 3
.

3% (P 丈。 . 。。1 )
,

并随接触年限

的增加而增加
。

陈萍等 〔立 . ’ 对沈阳市面粉加工 厂 的

1 2 4 1 4名工人调查
,

发现其哮喘发病率 0
.

21 一 0
.

别%

(平均 0
.

42 % )
,

慢支发病率 3
.

7一 6% (平均4
。

63 % )
。

人体对谷物粉尘的反应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

这依

据年龄
、

接触时间长短
、

劳动类型
、

吸烟状况等有所

差别
,

其有害成分尚不十分清楚
。

某些成分如谷物中象

鼻虫
,

可产生变应性哮喘 ; 细菌内毒素可致 O D T S ;

微生物产生的蛋白水解酶可引致 E A A , 此外
,

浓度

较高的粉尘环境 ( > sm g/ m 3 ) 可直接引起呼吸道炎

症
。

二
、

发霉的谷物
、

稻草
、

干草
、

青饲料



农业工人在制备
、

储存
、

翻晒动物饲料及铺垫草

料时
,

从地窖中铲除发霉的青饲料时
,

处理霉变玉米

壳以及从谷仓中翻晒霉变的谷物时均可能接触大量霉

菌及其抱子以及其它有机物
。

这些霉菌主要有小多芽

抱菌
、

嗜热放线菌
、

链丝菌以及曲霉菌等
。

其它有机

物可能有细菌及内毒素
、

微生物蛋白酶等
。

对人的有

害作用是引起 E A八
、

O D T S 及哮喘
。

M al m b er g[
生幻 研究瑞典农民霉菌粉尘吸入后对

人体的影响
,

经对 3 197 人的调查
,

发现有 2 % 有哮

喘
, 4 %有气道阻塞症状

,
6 %有发热反应

,

后者多

为高浓度接触后发生
。

最常见的作业是翻晒霉变谷物
。

呼吸带样品分析
,

证实空气中微生物浓度> 1。 ,
/m

, 。

M ay 归
〕 认 为 农 民 中的 某 些 作 业 易 于 发 生

O D T S
。

这些作业环境如饲料商店
、

玉米或谷物仓 (或

围栏 )以及牲畜棚等
,

但最为重要的是发生于贮藏青饲

料的窖
,

特别是当打开密封的贮藏窖进行装卸时
,

其

呼吸带粉尘范围可达 。 .

2一 24 m g / m
, ,

细 菌 数 10 ,

一 1尸 /m
3 ,

多数为嗜热菌
,

而霉菌毒素浓度非常之低

或不存在
。

T o
hr

。 ` ’ ” , 报告芬兰的农民中发生 E A八

多在牲畜的室内饲养期
,

即每年 4 月 份
。

以 1 9 80~

198 1 年计
,

发生了 33。名新病例
,

其年发病占全部农

业人 口的 4 4 / 10万
。

我国陶炳根 “ 们等曾在江苏省调查

10 5 4名霉草饲料作业农民
,

发现农民肺 12 0 例
,

发病

率 .8 3%
,

再接触的再发率 5 6
.

3写
,

病原菌以高温放线

菌为主
。

三
、

牲畜养殖设施

50 ~ 60 年代后
,

西欧
、

北美等地区农民扩大专业

化牲畜生产技术
,

采用半自动化养殖设施
。

在这些建

筑中
,

由于存在大量谷物
,

草料
,

饲料 ; 加之尿
、

便

的浸渍
,
有较高的温度及湿度

,

成为微生物滋生的良

好环境
,

对人则带来严重的健康危害间题
。

间题较为

突出的是猪及家禽养殖业
,

其次尚有牛羊等奶制品业

及污物处理业
。

如美国 `几 5 ’ 约有 70 万人从事于这种作

业
。

在农业发达的 Low
a州

,

估计约有 5 3%或 8 万人
,

在养猪的环境中工作
。

在以上环境中主要存在混合性有机粉尘
。

主要来

自粪便及谷物饲料
,

伴有较多的G 阴性细菌及内毒素
,

以及氨
、

硫化氢
、

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
。

据调查
,

由

于细菌对废物的分解作用
,

致使产生40 多种 有 害 气

体
。

该环境中的有机粉尘浓度也可达 2~ 20 m g/ m
3 ,

以冬季更为严重
。

粉尘中含有 25 %的蛋自成分
,

颗粒

直径为 5~ 50 拼m
,

50 %的颗粒 < 18 1之m
,

对人产生不

同的有害作用
。

其中主要的危害是产生急
、

慢性支气

管炎
。

据调查 口 on h翻
,

KJ ) 。 幻 在该环境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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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6。%的人咳嗽
,

40 % 的人有咳嗽
、

咳痰 ; 眼
、

鼻
、

咽刺激症状者分别为28 %
、

41 %及 34 % ; 胸 闷 者 占

21 % , 部分人也可发生哮喘
。

m ul le 瑰
` 且” 调查 33 ,

名家禽养饲工人
,

发现 22 %的人存在不同的沉淀素抗

体
,

有加%的人主诉咳嗽
、

咳痰
、

气短
、

呼 吸 困 难

等
,

有 5 %的人存在 EA A
。

结 论

1
。

农业有机粉尘多为一种混合性粉尘
,

包括各

种有机物
,

如动
、
植物颗粒

,

断片
,

蛋白成分 ; 微生

物及其毒素 ; 化学成分如农药残毒
、

抗菌素以及各种

饲料填加剂等
。

2
.

吸入这种粉尘后可引起一种或几种危害
,

主

要包括呼吸道的急
、

慢性炎症
,

外源性变应 性 肺 泡

炎
,

以及有机粉尘毒性综合征
。

3
.

呼吸道的急
、 ’

圃性炎症是混合性有机粉尘各种

成分的综合作用
。

哮喘是粉尘成分中特异性变应原所

致的变态反应
。

肺泡炎多是接触高浓度霉菌及抱子后

的一种特殊炎症反应及变态反应
。

而吸入高浓度的细

菌内毒素则是产生有机粉尘毒性综合征的重要原因
。

4
.

现代农业技术出现的新的环境污染如谷物贮

藏
、

加工
,

牲畜用发霉谷物及草料
、

饲料的加工
、

贮

存
、

搬运
、

喂养
,
以及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家畜及禽类

养殖设施等` 它们均可造成人体各种有机粉声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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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对生殖功能的影响

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周 少英 梁友信

二硫化碳为多亲和性毒物
,

对神经及心血管等系

统的作用
, 、

已有较多研究
,

但对生殖系统的影响仅近

年才引起注意
。

本文拟就国内外对二硫化碳生殖毒性

研究的近况作一综述
,

着重讨论对男
、

女生殖功能及

其子代的影响和有关机理
。

一
、

二硫化碳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影响

女性生殖系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
,

任一环节

受损均可导致周期异常
。

故这一变化成了反映生殖功

能受损的敏感指标
。

人群调查表明
,

接触二硫化碳可

影响女性生殖系统周期
,

表现为月经异常
。

B e Z v e r .

se n k o ( 2 9 6 7年 )调查了2 5 0名 2 5~ 5 5岁
,

接触二硫化碳

浓度为 30 一 80 m g/ 恤飞3 ,

接触时间平均低子 10 年的女工

及 120 名非接触女工
。

发现月经过多及过少的患病率是

对照组的 2一 3 倍 。 , 。

蔡世雄调查 183 名粘胶厂纺丝女

工及 197 名非接触者
,

二硫化碳浓度为 37 一 56m g / m
. ,

最长接触工龄 。
,

年
,

两组 工 作 年 限
、

婚 姻 状 况 等

条件相近
。

经详细询间以往月经史
,

调查近 期 月 经

卡
,

发现接触组中月经异常率高达 4 1
.

6%
,

非常显著

地高于对照组 少 < 0
.

01 )
。

周期异常 (经期延长
、

缩

短
、

紊乱 ) 最多
,

发生率为 34
.

4%
,

其次是痛经 12 %
。

18 岁前就开始接触者更容易出现异常
,

达 5 8
.

9%
,

也显

著高于 18 岁后才开始接触的女工 ( 3 3
.

3%
, P < 0

.

01 ) ,

提示成年前机体调节机制尚不稳定
,

易受各种因素的

影响 。 , 。

二硫化碳对月经的影响在接触浓度相当低时

即可出现
,

A g ax d z h al l o v a 询间过 177 名接触浓度

蕊 l om g/ m s 的女工
,

月经异常率为 n %
,

对照组仅

1
。

3%
` 3 , 。

在 52 1名年龄为 2 0一 4 0岁
,

接触浓度同样小

于 l om g / m 3 ,

工作年限短于 3 年的女工中
,

有 11
.

8%

患有经血过多或过少
, 385 名对照中只 2

.

8%发生
,

差别

显著 。 ) 。

作者近期对上海 5 个化纤厂接触二硫化碳浓

度为 1
.

7一 14
.

8m g /m
3的女工月经情况进行了调查

,

接触者自接触后发生月经异常的达 3 5
.

9%
,

而对照仅

18
·

2%
,

差别明显
,

且随着二硫化碳浓度的增加
,

女工

月经异常的发生率也增加
。

异常以周期紊乱及经量异

常居多
。

被调查者接触前均为月经正常女工
,

调查中

还控制 了生育及节育措施不一可能产生的影 响 ` 4〕 。

二硫化碳降低机体内妊娠特殊生理的调节能力
,

使孕妇并发妊娠中毒症的机会增加
。

曾比较过 79 名接

触二硫化碳浓度为 37 ~ 5 6m g / m
3 的女工及 8 4名非接

触者
,

两组以往妊娠发生妊娠中毒症的机率 分 别 为

12
.

7%和 3
。

6%
, P < 。

.

01
,

这些女工妊娠年龄相近
,

排除了高龄妊娠使妊娠中毒症发生率上升的可能 ` “ , 。

P e七vo 调查接触浓度为 30 血g/ m
3 的二硫化碳女工妊

娠情况
,

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1 5 , 。

34 名接触二硫化碳浓

度 ( l om g /m ,的女工其妊娠中毒症的发病率达 25 %
,

比相同数目的非接触者 (1 3% )高近一倍 。 ) 。

二
、

二硫化碳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

二硫化碳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