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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

人们对有机粉尘能否致肺组织纤维化的认识

有异
。

有关睛纶粉尘致肺组织纤维化的问题
,

国内未

见报道
。

我们的研究结果
,

实验动物全肺干重和胶原

蛋白的含量显著增加
,

染尘后随时间的延长
,

肺气肿

的程度逐渐加重
。

染尘后的晚期在增厚的肺泡间隔及

尘细胞灶中
,

见有网织纤维增生
,

在睛纶粉尘分布较

多的肺区有胶原纤维形成
。

对接触睛纶粉尘的工人
,

经连续 7 年的胸部X线片观察
,

有 连例诊断为
“
0
十 ” 。

我们认为腊纶粉尘对肺组织有致纤维化作用
。

2
.

测定的八项肺功能观察指标
,

其中七项调查

组均非常显著地低于对照组
,

表明肺通气功能受累
。

3
.

调查组呼吸道及皮肤痒症状明显高 于 对 照

组
,

表明睛纶粉尘对上呼吸道及皮肤产生刺激作用
,

主要原因是睛纶粉尘轻且多呈条状
,

断端锐利
,

摩擦

系数大
,

具有高电荷和静电沉降作用
,

易沉积在呼吸

道粘膜及皮肤上
,

产生机械刺激和损伤
。

刀
Z

M S测定在急性矽肺中的意义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未汉鸭 徐衍梢

1 9 6 5年 B卿 g g a r d 等首先从肾脏病人 (Wn s o n

病和慢性镐中毒 ) 尿中分 离 出 刀Z
M (刀2 一m i C r o g

~

lob ul in )
。

近年来
,

它在临床医学领域内引起了广泛的

重视
。

它不仅是评价肾病患者肾功能敏感的指标
,

而

且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

系统性红斑狼疮
、

jS 6 g er n 等

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肿瘤
、

肝病中也得到应用
。

国内

外文献对此报道颇多
,

但对急性矽肺患者刀: M S 的测

定却尚未见报道
。

现将我们的研究情况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一
、

研究对象

矽肺组
:

某公司石英车间 (全系女 性 工 人 )
,

1 9 7 6年 7 月投产至 1 9 8 1年 3 月停产
。

此间
,

出现大量

气急
、

咳嗽病人
,

其中有 4人死亡
。

故于 19 8 0年秋
,

有

刘名接尘工人来我所接受X线胸片检查
,

占该车间总

接尘人数的 5 1%
。

按 1 9 6 3年国家制定的
“

矽肺 X 线分

期及其诊断标准
”

诊断
,

结果 I期 10 例
,

亚期 3。例
,

翌

期 1例
,

共41 例
。

其中未经抗矽治疗的 3例在一 年内
,

因气急
、

干咳
,

相继死亡
。

1 , 8 5年我们对该组尚存的

36 例 (I 期 10 例
,

I期 26 例 ) 进行了刀Z M S检测
,

年龄

范围功一 5。岁
,

平均31 岁
;
发病时间平均巧

.

5个月
,

最短者两个月 ; 粉尘含硅量扔%左右
。

对照组
:

健康者 (献血员 ) 3。例
,

全部女性
,

年

龄范围2 2一 4 5岁
。

二
、

测定方法

受检者均于清晨空腹取肘静脉血
,

采用北京原子

能研究所生产的刀:
M放射免疫药箱进行放射免疫法分

析测定
,

同时测定了小便常规及肝肾功能
。

部分患者还

用醋纤膜法测定了血清蛋白电泳印正常值 9一娜% )
。

刀: {M S 含量及血清蛋白电泳的检侧结果

月Z M

例数 尹 g / m l ( X 士 S D ) 范围

丫球蛋自

例数 % ( X 士 S D )

I 期矽肺

I 期矽肺

正常对照

3
.

7 5 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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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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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士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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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_

6 4 土 9 6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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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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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_

0 3~ 3
`

2 5

片
5

7 士 4 :;:
19韶10邓30

由上表可见
,

矽肺患者 月:
M S含量明显高于对照

组
,

差异极为显著 ( P < 。 .

01 )
。

I
、

亚期之间差异 虽不

甚明显 (P > 0
.

05 )
,

但从数据上看
,

I期较
一

I期有 所升

高
。

健康组上限为 3
.

25 拼g /iln
,

I 期为 4
.

砚拼g /血 >

念
.

25
,

占 7 0%
,

I期为 4
.

邪 1拼g /ml > 3
.

25
,

占8 4
.

6%
。

但其小便常规
、

肝 肾功能均在正常范围内
。

矽肺患者

的血清蛋 白电泳
、
下 球蛋白 > 19 %

,

I期占62%
,

I期占

100 %
,

两组比较
,

差异极为显著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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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Z
M为低分子量的球蛋白

,

分 子 量为 1 180 0
。

它

和免疫球蛋白 (取)恒定区氨基酸的排列顺序
,

特别是

和 Ig G 的飞 3区的结构极为相似
。

刀:
M 由多种细胞合

成
,

各种细胞表面均有刀:
M存在

。

它对人体白细胞抗

原任玩m a n l走叹OO c
yt

e 子山士妙
n ,

简称 H L A )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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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上的出现起着重要的作用
。

淋巴细胞
、

巨噬细胞和

内皮细胞因富于 H工 A
,

故刀Z M含量相应较高
。

刀:
M的

功能虽然尚不清楚
,

但从刀Z M的生物化学性质和结构

来看
,

可能与免疫作用有关
。

本组结果表明
,
急性矽肺患者的刀: M S含量和 护球

蛋白均明显升高
,

但刀: M S升高的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
。

据推测有两种可能
: (1 )急性矽肺是大量吸入硅尘到肺

抱组织
,

致使

也是 I 型肺泡

噬细胞反复
、

大量增生和崩解
,

同时

皮细胞大量增生的结果
。

细胞中释放

的刀: M增多
,

血循环中的含量也相应增加
。

( 2) 与免

疫因素有关
。

当抗原抗体发生反应后
,

细胞合成刀, M

增加
。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

矽肺患者和某些免疫性疾

病患者的血清 ? 球蛋白都是随着病情的加剧而有 明显

增加的
。

本组的下 球蛋白的测定结果也正好说明与免

疫性有关
。

我们认为
,

检测 刀Z
M S的浓度对了解矽肺发

病机制的研究和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依 据 均可能有

一定的意义
。

石棉肺患者免疫状况分析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陈丽娟 李全路 胡天锡

上海石棉制品厂 郭京生

刊厄上国石

近年来
,

研究
,

然而对

本文对石

内对矽肺患者的免疫指标进行了大量

棉肺患者的研究报道不多
,

且结果各

肺患者的体液及细胞免疫指标进行了棉了
J

机年例身对石以象时肪肠以为异

铡定研究
,

观察对象

及。十病例 18 6

性是按 照 19

石棉肺 I期

者外
,

同时

常献血员作

解其机体的免疫功能是否异常
。

对象与方法

选择石棉制品厂平均年龄石8岁的阳性

这些石棉肺患者的尘肺病 变 的严重

尘肺X线诊断标准进行鉴定的
,

其中

I 期 37 例
,

O
+
5 5例

,

除肝功能异常

体健康的非接尘人员 (当地农民 )和正

照组 为使对照组的条件与观察组相

近
,

分为对照组 ( 1 ) 3 9例及对照组 ( 2 ) 4 0例健康献血员
。

以单向琼脂免疫扩散试验测定血清中gI G
、

gI A
、

犯M
、

C 3含量
,

乳胶凝集试验测类风湿因子 (R )F 等

作为观察体掖免疫的指标
。

以全血 E玫瑰 花结百分率

(微量法 ) 测 T 淋巴细胞相对数
,

T 淋 巴细胞绝对数

按下列公式求出
,

作为细胞免疫状况观察指标
。

T 淋 巴细胞绝对数 /m m 3 = 白细胞总数 /
n l n 1 3 x

淋巴细胞 % 、 E玫瑰花结%

结 果

一
、

血清免疫球蛋白及 C 3 补体的 测 定 结果见

表 1
,
表 2

。

观察对象血清免疫球蛋 白含量测定结果 比较

X 士 S D l(t lg /m l)
例 数

工g G T 工g A

ù0Jl
九卜ùó

产

*喇
.

今口U叱门一代é厅了ù月n口
、z J=,病人组 ( A妇

病人组 ( A D

0
今

组

对 照组 ( 1)

2 0
.

9 4士 7
.

9 土*

2 0
.

0 7土 7
.

8 4*

1 3
.

9 4 士 5
.

3 8*

1 1 4 G 士 1 3 0

3
.

8 1 士 l

3
.

3 2士 1

2
.

7 7士 1

1
_

4 8 士 0

lg M

5 3士 0

5 7士 1

37邪5539

* 与对 照组相 比均有非常显著差别 P < O
。

0 1 。

表 2 观察对象血清中C 3含量测定结果比较 j 笛病人组 (A 妇 R F 阳性率为 1 3
.

5 %
,

病人组 (A )J

分组
O

+

组 R F 阳性率为 1
.

8 2 %
,

对照组 ( 1) R F 均阴
,

石棉肺患者的

及性
例数 X 士 S D (m g / m l) P

病人组 ( A 工)I

病人组 ( A D

0 +

组

对照组 (1
、

3 8 5 士 0

3 8 5士 0

3 5 0 士 0

2 2 士 0

2 8 < 0
.

0 1

3 1 < 0
.

0 1

4 0 > 0
.

0 5

2 5

势
,

因病人组 (A 如

+0 组 长
。

R F 阳性率随工龄延长有增高趋

工龄极大多数较病人组 (A 刀 及
几Q行̀。自朽O

:: 二
、

细胞免疫测定结果见 表 3
。

病人组与对照组 (2 )淋 巴细胞转化试验测定
,

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