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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检查在尘肺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胡一本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旧 A L )F 取样于下呼吸道及肺

泡腔内的细胞及非细胞成分
,

包括接触的 粉 尘 等
,

即 B A L F 与血或痰比较
,

更能直接反映肺部病理变

化 ` 1 , 。

以肺部弥漫性病变为特征的职业性尘 肺 应 用

B A LF 分析
,

为尘肺诊断与鉴别诊断提供某些依据
。

本文介绍其在主要几种尘肺诊断中的应用
。

一
、

矽 肺

1
.

细胞成分 在矽肺演变过程中
,

肺泡 巨噬细

胞 (A )M 与致病粉尘密切相关 `幻
,

因此在B A LF 分

析中 A M 数增加 ` ” 〕 ,

A M 多核巨细胞比率升高
,

启。 r z o n e 等报道 A M 中 2 核占 8
.

5 %
,

3 核 1
.

7 %
,

遴~ 8 核 1
.

9 % “ , 。

接触矽尘后可回收到 I 型肺泡上皮

细胞 。 、
匀

。

健康花岗岩工人 B A LF 中淋巴细胞百分

比增加 “ 卜进展迅速的矽肺患者淋巴细胞明显增高
,

可达 4 0一 6 0 % ` 7 , 。

2
.

病因学特征 A M内含吞噬的 S幻
: 颗粒

,

在偏光镜下测定为含双折光阳性颗粒 `二 , ,

接触矽尘工

人的B A I
J

F 中含粉尘的A M可达 A M 总数的 2 / 31
` , ,

但不能仅根据含粉尘的 A M 数量进行诊断 ` 2 , 。

通过

如A L F内粉尘的二次电子像及线扫描
、

面扫描
,

表明

不同尘肺患者肺内粉尘形态
、

成分不同
,

如多i
、

S n
、

A I
、

eF
、

C a 等
。

应用 X线衍射法分析回收液中A M

内的无机粉尘
,

发现与特定的烟
、

尘吸入史有明显相

关 吐吕 , 。

3
.

生化
、

免疫成分 接触 5 10
: 者 B A L F 中

总蛋白增加
,

白蛋自含量正常 。 , ,

但也有报道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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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增高 ` ’ )。 灌洗液中 堪 增高
,

但血清球蛋白正

常
,

提示局部产生的免疫球蛋白增加 仁2 , 。

酸性磷酸酶

为 A M 溶酶体标记酶
,

在实验性尘肺鼠 B A LF 中酸

性磷酸酶活性显著受粉尘种类及在肺内停留 时 间 影

响
。

B A LF 中溶菌酶可作为细胞毒性评价指标之一
口

iH n m an 等报道 5 10
:

使 A M 释放大量溶菌酶
,

但煤尘
、

镍尘等使溶菌酶活性降低 `主 “ 〕 。

在早期矽肺

B A LF 中磷脂含量明显增加 ` 3 ) ,

而肺泡蛋白沉着症的

脂类物质对阿朴蛋白有反应 `盆立 , ,

且A M稀少 “ , 。

二
、

石棉肺

1
.

细胞成分 石棉肺 B A L F肺泡细胞群改变主

要为嗜中性及嗜酸性白细胞的百分比增加
。

R ob 抬。
测定

:

中性白细胞占7
。

4 士 0
.

7% (对照组 2 士 0
.

助
,

酸性

白细胞2
.

2 士心
.
续% (对照组 0

.

4 士 .0 01 )
’

,

且接触时间与

中性白细胞比例明显相关 ; 每毫升的中性
、

酸性白细胞

总数也分别增为 23 士 5 /m1
、

1 3 士 4 /m lt ` 2 , 。

淋巴细胞

所占比例在单纯石棉肺可正常
,

而在胸膜纤维化及间

皮瘤
、

肺癌时增加
。

犯~
e 等比较了造船厂接触石棉

伴胸膜异常与否者B A切
,

其淋 巴细胞为 3 0
.

1 士 2
.

9 %

对 11
.

8 士 1
.

。%
,

而淋巴增多与接触史或 l氏A LF 中石

棉小体计数无关
`且 3 , 。

T 淋 巴细胞亚群的分析
:
石棉

工人 (包括已诊石棉肺 ) B A L F 中 O K T 4
/ O K T s

为 。 .

弱
,

低于血中 1
.

了6
;

接触 5 年以上者
,

83 % 病

例 O K T 4 / O K T S < .1 2; 5 年以下者
,

80 %病例>

1
·

2 〔1 4 , 。

2
.

病因学特征 B A L F 能鉴别并定量肺泡腔内

的石棉纤维
,

光镜下可见由含色素的 A M 及多核白细

胞包围的石棉小体 (简称 A B)
。

A n t o n i 等分析石棉

工人 B A L F
,

其中 8 3% 病例存在 A B
,

对照组无

A B
。

但 B A L F 中 A B 数量不是石棉肺纤维化程度

的标志 t1 ” , 。

有关石棉纤维测定
:

eG l le rt 等用光镜

测定石棉接触者 B A货 中含铁 A B 数平均 52 n/ 飞】,

对照组为。 ,

而电镜测定 B A L F 中纤维数 7 9 3 /时
,

明显高于对照组 2 3 9 / m l
。

电镜纤维计数与光 镜 A B

计数之间无相关
,

而与以前石棉接触时间及灌洗液中

性白细胞百 分比有关
。

X线微分析证实大部分石棉接

触者灌洗液中存在石棉
,

某些尚能清楚地区分石棉纤

维类型
。

因此
,

B A L F的电镜检查能证实过去的石棉

接触史
,

且能大致确定石棉负荷 `立 6 ’ 。

曾报道组织禅

本中有大量非石棉的纤维
,

有的甚至可达总的裸纤维

的80 %
,

所 以 B乃
.

L F 样本也需定性鉴别石棉纤维以

免影响数据
。

至于A B 的定量方法涉及技术因素
,

有

认为至少 20 了n1 灌洗液经次氯酸钠消化及过滤处理

能提高阳性率
。

A B 定量分析有鉴别诊断意义
:

大量

A B ( > I A B八护细胞 ) 考虑是职业的石棉接触
,

反之

偶然发现的小体属非特异 〔主 7 ’ , A B 在反映患间皮瘤

与接触石棉的关系上也有一定价值
。

当存在胸膜增厚

伴钙化而无结核临床或组织学依据时
,
尽管石棉接触

史不明确而 B A L F 则能显示相当量的 A B ,

且通过

E D A X 对有包被的小体显示铁元素的峰值较高
,

反

之裸纤维则峰值较低
。

3
.

生化
、

免疫成分 在一系列严重石棉肺患者
,

其 B A LF 中 白蛋白
、

I g G
、

I必
、 a 广抗胰蛋白酶

、

转铁蛋白
、

C : 及结合珠蛋白等成分增高
,

但程度上

较特发性肺纤维化为低 (后者大多数患者有免疫复合

物和 l g G 顺粒在肺泡和肺泡上皮的沉积 `立 1 ’ ) ,

上

述改变提示石棉肺的肺饱反应主要是渗出性炎症
,

其

中 飞A 明显增高
,

且常伴有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增

高
,

提示石棉肺患者免疫功能素乱 `主 7 J 。

弹性酶 /抗

蛋白酶比值在不同种类粉尘表现不同
,

该比值在石棉

肺高于单纯矽肺
,

更明显高于进展性大块纤 维 化 矽

肺
。

eB g in 等对石棉肺患者 B A L F 几种酶的测定值

也较对照组高
,

如
:

淀粉酶
、

乳酸脱氢酶
、

碱性磷酸

酶
、

夕
一

葡萄糖醛酸酶
。

组织胺也增高
,

而 同 样 接 触

末出现病变者则无此改变
,

表明这一改变发生在肺纤

维化的活动期 ` s1 , 。

X a u b et 发现在石棉工人中
,

肺

部罗音
、

低氧血症与中性白细胞性肺泡炎 相 关 ` , ’ 。

三
、

煤工尘肺
1

.

细胞成分 V 凶s in 等将接触煤尘者 B A L F

中刚收集到的A叫与未接触组比较显示细胞存活率相

仿
,

但在 24 小时后的体外观察
,

细胞的活力
、

吞噬作

用及杀菌能力显著地降低
,

在迅速发展的矽肺病例淋

巴细胞数明显增高 。 9 , 。

.

2
.

生化成分 Ha y e m 对 17 例煤工尘肺均测出

了糖普酶
,

刀
一D 葡萄糖醛酸酶 (其他肺部疾病也可发

现
,

但对照组未测到 )
。

部分病例有促组织离解的弹

性酶
、

胶原酶及组织蛋白酶 B
,

且 B占
,

L F 中存在三

种主要血清抗蛋自酶
。

勺
一
抗胰蛋白酶及弹性酶 活性

升高往往提示病变呈进展性 ` 2 ” ’ ,

弹性蛋白酶活性增

高与煤工尘肺多并发肺气肿有关 〔 3 , 。

四
、

几种少见的无机尘肺
1

.

滑石肺 曾接触滑石现已脱离多年者
,

其灌

挽液的光镜
、

电镜检查仍发现丰富的滑石颗粒及滑石

小体
,

通过矿物学分析证实为滑石
,

并能鉴别与产地有

关的滑石种类 ` 2 : , 。

2
.

被病 作为一种免疫性疾病其肺组织学特征

往往与其他肉芽肿疾病相似
,

但 B A妞 反映了一定

特征
:

淋巴细胞增多
,

可为 正 常 人 的 5 倍 ( 5 5
.

6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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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8% )
,

主要为 T 淋巴细胞
,

T h / sT > 4
。

O (通常

为 1
。

8)
,

其比例也大于结节病
。

灌洗后获得的淋巴细

胞培养于可溶性被盐中
,

经历母细胞化过程
,

而正常

或结节病者无此过程
,

且比血中淋巴细胞有更强烈更

持续反应 ` 2 2 了。

3
.

某些硬金属尘肺 对灌洗液中A叫内颗粒的
E D A x 等技术应用为病因诊断提供依据

。

如
:
钨尘

肺为多核 A M 内含折射的钨包涵体 ; 曾报道 2 例牙

科技术员尘肺
,

显示合金修复材料中 钻
、

镍
、

相 成

分 ` , 3’ ; 1 例稀土元素尘肺为照相感光制版工人
,

显

示铜
、

饰
、

钦
、

衫等成分
。

。

五
、

有机粉尘所致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 ( H A A )

1
.

细胞成分 此类患者存在相应的抗体
,

所 以当

气道再次接触特异性抗原时引起急性肺部炎症寻(P M N

反应 ) 灌洗液的中性白细胞可达 26 士 6 %
,

几天后逐

渐消失
,

即回复到淋巴性肺泡炎的水平
,

为气道抗原

— 抗体复合物介导的 A rt h u s 反应
。

因此在无症状

的慢性病患者
,

B A廿 中淋巴增多可达 38 一别%
,

与周围血相比
,

T 淋巴细胞显著增多而B 淋巴细胞降

低
,

有gI M
,

炎症细胞极少
,

这些可与特 发 性 肺 纤

维化鉴别
。

I L久A 的淋巴性肺泡炎程度上较结节病更

甚
。

农民肺是 I玉气A 中最常见之一种
,

其 B A L F 中淋

巴细胞百分率与X 线胸片评分之间呈正相关 ` 2们
。

通

过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

有助于 H A A 与其他肺部疾病

鉴别
,

O K T 4 > O K T 。 :
矽肺

、

结节病
、

慢性被肺 ;

O K T 4 < O K T : :
石棉肺

、

肺泡蛋白沉着症
、

过 敏 性

肺炎
` 2 5 〕 。

肥大细胞在 H A A 急性期其数量非常明显

高于正常
,

上清液中组织胺含量也随之明 显 增 高
,

H as lam 报道肥大细胞在 1毛A A 比结节病
、

隐原性纤

维化肺泡炎
、

石棉肺或对照组高 10 倍
,

当脱离接触后

肥大细胞数也降至正常
,

且光镜
、

电镜证实B A L F中

肥大细胞不 同于皮肤结缔组织及肺泡间质组织中肥大

细胞
〔 2 6 , 。

2
.

生化免疫成分 蛋白及磷脂增加并伴质的改

变
:

卵磷脂含量降低及其他碎片增多
,

导致肺泡液微粘

稠度增加
,

gI 及特异性抗体均增加
,

表面活性成分

可改变 `丈 , ,

gI G / A L B > 1
,

而结节病 < 1
,

Ig G 对

病情活动性及病程的判断有时起鉴别作用
。

养鸽病患

者 飞q
4 及 I四 同时增高 ` , ,几

六
、

B A L F用于尘肺并发病的诊断
、

鉴别诊断

当尘肺是否伴有经核
、

癌症等而需鉴别时
, B A LF

的应用提供一定依据
。

因 B A L F 用于结核 杆 菌 培

养
、

涂片阳性率可达 6 9
.

4% 甚至 95 写 lt 幻
。

对肺泡

癌
、

淋巴管转移性肺癌等 B A L F 的恶性细胞检出率

也较高 ` 2 , , 。

N a 田 ,
gol

d s
俪 n

种肿瘤标记物的经验 。 ` , 。 , , 。

(李全路
、

还报告 B A I J ,

邓伟吾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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