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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千笨醉 (PA
)

、

甲笨二异氮醉酣召D乃与铂

(P )t 哮喘

1
.

临床研究

( 1 ) 观察 74 名 P A
、

T D I 、 P七作业工 人的健康

状况
、 ,

并以 80 名正常人为对照
,
进行放射免疫吸附试

验 (R ls )T 测定血中总 gI E含量 ; 用放射变应原 吸附试

验 (R SA乃测定抗原特异性
工g E (S

一

堪)E 含量
。

发现

仅 2 名P七作业工人有症状者总 I g E 有增高 趋势 ; 而

R A ST 在各作业工人中哮喘者明显增高
。

其C M P 值

阳性率对P A
、

T D工
.

P七哮喘者分别为90 %
、

10 0%
、

88 %, 与对照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Q )I
`

说明

尽八 S T测定 S硕 g E对确立这三种职业性哮喘的病因诊

断有价值
。

( 2 )
`

对 18例 T D I哮喘者及 1。名苯醉哮喘者进行

抗原支气管激发试验 ( A侣 PT )
,

并与其它免疫指标如

总gIE
、

S一 I郎
、

吕
一

lg G
、

抗原嗜碱细胞脱颗粒试验

(H B D T )
、

抗原皮肤试验 s( )T 等比较观察
。

结果证明

八
`
B P T对 T D 工及 P A哮喘者 的阳性率分别为 7 7

.

8%及

别%
。

以上变应原可诱发速发
、

迟缓 及 双 相气道反

应
。

_

经激发后其F E v t 值可下降 21
.

87 士 15
.

69 % 及

2 9 出 2爪 9躺 ; 临床实践证明
,
B P T 的 F E v : 值下 降大

于 1 5%为 阳性反应是切合实际的
。

A 一 B P T 与其它指

标比较
, 卜

与 s 一

glE
和 S一

秘相一致
,

而且与临床 症 状

相吻合
。

山 ) 观察: 。例PA 密切接触者血中 S 一 gI G水平
,

并以30 例正常接触者及 12 名非P A哮喘者为对照
,

使用

P尔 sB A抗原
、

单克隆鼠抗人堪G
、

E L IS A测定
,

结

果显示PA 接触者血中
S硕g G 水平明显增高

,

与正常

人及其它哮喘者比较有极显著差异 (P < .0 00 1)
,

其中

39 例 (78 % ) 阳性
,

而对照组全部阴性
。

8 一飞G 水平增

高的确切意义尚待进一步探讨
。

2
.

实验研究
` 1) p A哮喘动物模举制备与免疫学研究

气 制备 P-A B SA 绒合物抗原与弗氏完全佐剂

腹腔内注射免疫杯夙
。

3一 8周后
,

雾化吸入 P A 一

SH A

抗原 1 ~ 3分钟
,

45 只动物中有初只 (88 % )呼吸颇率

加快
,

`

幅度增大
,

重者出那窒岛 而单纬给动物吸入

班S A无一动物出现以上气道反应
。

b
.

全身被动转移试验
:
用致敏动物血清 4 份

,

给 4 只正常未致敏动物心内注射
。

15小时后
,

用 P A ·

H S A 抗原 吸入激发的动物均出现明显的哮喘反应
。

C .

吸
一 : gm D T P A 气道肺显象研究

:

用 2 3只 P A

致敏豚鼠
,

以 I Q只非免疫正常豚鼠为对照
。

于吸入 P A

一 H S A 抗原前后进行cT
一
共m

一
p T P A气溶胶吸入

,

进

行动态 r 照象
`

发现致敏动物出现明显的放谢性物质

中心集聚
,

占受试动物的 76
.

6 %
,

气管 /肺
、

支气管 /

肺放射性比值增高 1
.

8一 2 1倍
,

本结果证明P A 可诱发

致敏动物的支气管痉挛及产生气道 阻塞
。

d
.

被动皮肤过敏 (P C A )试验及抗体类型探讨
:

用致敏动物 20 只血清转移于正常未致敏纯白豚鼠内
,

用P A
一H S A抗原攻击

,

其中 17 份血可出现蓝斑反应
。

单用H S A攻击不出现阳性反应
。

事先用不等量抗原加

入阳性P C A反应致敏动物血清中进行P CA 抑制试验
,

发现随抗原量 的增加
,

P C A 蓝斑直径逐渐减小
,

直

至不产生反应
。

用 P C A阳性血清分别采用 56
”
C l 小时

水浴加热以及不加热血清
,

用不同时间 进 行 抗原攻

击
,

发现加热血清 3 小时后抗原攻击可 出 现 蓝 斑反

应
,

而 72 小时后抗原攻击不再出现蓝斑反应
;
而不加

热血清 72 小时仍能出现蓝斑反应
。

以上证明致敏动物

体内同时存在特异性 lg E型及 I g G型抗体
。

e .

宫内被动致敏
:
用 P A 一 B S A 致敏豚鼠的幼

鼠
,

在不同时间内给予吸入或注射 P A ,
H 3 A抗原

,

发

现饲养一个月的幼鼠给予抗原后立即出现过敏休克死

亡 ; 而饲养 3 个月的幼鼠吸入抗原后产生明显哮喘反

应
,

无 1例死亡 ; 到 4 个月再进行抗原激发则不产生

哮喘反应
。

f
.

哮喘动物血中前列素F 幻 ( P G F知 ) 的观察
:

20 只致敏豚鼠坑原激发后增加 了2
.

3倍
,

其水平有显著

性差异 (P < 。 .

01 )
。

.g 实验病理观察
:

实验动物哮喘发作后解剖肉

眼观察可见两肺呈白色
、

膨大
、

充满胸腔
,

明显肺气

肿
。

光镜
一

「可见支气管上皮柱状细胞清晰可见
,

管壁嗜

酸细胞浸润
,

管腔中有粘液栓子成分
,

有 嗜 酸 自细

胞
,

脱落上皮细胞及粘液 ; 细支气管
·

肺泡腔扩大 :

气肿
,

肺泡壁变薄
。

电镜下观察 I 型细胞扁平
,

肺很

腔扩张
,

嗜酸白细胞浸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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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变化符合一般变应性哮喘的病理学特征
。

( 2 ) T D I哮喘动物模型制备及免疫学研究
:

制

备T D I一 B S A 抗原与C F A 或赶 IG佐剂混成乳剂
,

腹腔

内注射免疫豚鼠 13 只
,

并以 魂只单纯给 B S A加佐剂免

疫作为对照
,

5 一 8 周后 T D I
·

H
sA 抗原雾化吸入激

发试验
,

有 4八 3 ( 3 0
.

8% ) 只动物产生哮喘反应
。

用

T卜盯 m
一 D T P A气道肺显象方法进行动态显象

,

可见

当吸入抗原后出现明显的放射物质中心集聚
,

未给抚

原的致敏动物以及正常未致敏动物吸入同样抗原后不

出现 反应
。

哮喘动物激发前
、

后气管 /肺
、

支气管 /肺

放射比值可增加 6
.

2一加倍
。

被动转移致敏 动 物血清

进行P C A试验
,

发现 8 7
.

6% 的 T D 工一 B S A / C F A 致敏

动物以 及 4。%的T D 工
一

卫 SA A E又〕 致敏动物可 同困出

现不同滴度的抗原特异性工g E及笔G 型抗体 F C A 抑

制试验证明该抗体有 T D I半抗原特异性
。

单用 B S A /

C F A / A H G 免疫的对照动物当用 T D I
一

H S A 或H S A攻

击时
,

均不出现阳性反应
。

(3 ) tP 哮喘动物模型制备及免疫学研究
:
制

备 P t 一 B S A抗原分别用 C F A或A H G佐剂
,

如上法免

疫豚鼠 6 只
,

另 迄只
一

单用B S z、 / C F A /A 工IG 免疫作为

对照
。

5 一 8周 后用 R
一H S A 抗原 吸入激发

,

其中 25/

只出现哮喘反应
,

其 T c一 9 9m
一D T I

, A 吸入气道肺显

象所见类似 P A及 T血
,

但程度较轻
,

其气管 /肺放射

性比值仅较激发前增加 2 一3
.

1 7倍
,

致敏动物的 P C A

试验有 5 / 6( 脱
.

3 % ) 呈现附性蓝斑反应
,

其中全部均

出现不同滴度献8 - l g E及 S 一堪G 型抗体
。

对照动物全

部阴性
。

以上结果均类似于 T D工哮喘
。

二
、

关于 乙二胺 (E D A )哮喘

1
.

临床研究

( 1 ) 调查沈阳市及哈尔滨地 区两个工厂 乙 二胺

(E D A ) 作业工人 1 2 9名
,

并以正常非接触者 13 。名作

为对照
。

车间 E D A浓度为 2 、 3 0 cm g/ m ,不等
。

发现

ED A职业哮喘者共 17 名
,

其患病率与对照组 有 显著

性差异 (P < 0
.

0 1)
。

( 2 ) 观察 8 例 E D A哮喘患者
,

其 中有 5 例进

行乙酸甲胆碱吸入气道反应性测定 发现有 2 例轻度

增高
,

3何中度增高犷用 1编 E

DA
或模拟现场 B P T,

发现 8例均为阳性反应
; ,

试验后 F EV : 值较基础值下

降 18 一佣
.

9%不等
;
用 E D A

一
B队进行皮内试骊 有

4 例呈阳性反应
。

用名乙sI A 法测 s
一

笔E 7例
,

全 部 阴

,

但S ~ l宫G 贝组有 3 例呈阳 性
。

对 5例患者进行B P T

、

后血总补体水平及血嗜细胞以及组织胺含量的测
,

发现总补体在激发前为80 ~ 2 4。拼/ m l (均值 10 。产/

m l ) 有减少趋势
,

但羌统计学意义
。

嗜酸细胞在激

发后明显增加
,

全部病例均超过芷常范围
; 组织胺水萦

在激发后有显著增高 ( P < 。 .

00 5 )
。

对就名E D A 接触

者
,

以 1编 E户八
一
B S A做皮内试验

,

发现其阳性率可

达 7 c%
,

而正常非接触者仅 3
.

2%
,

两者有显著性差异

( P <二O
。
0 1 )

。

( 3 ) 根据调查表明 E D A哮喘的潜伏期 (第
「

l次

接触到发生哮喘 ) 从 3 个月一 7 年不等
。

哮 喘症 状

常出现于接触 E D A 后下班或夜间时间
。

患病者脱离

接触后可不治自愈
。

患者常同时合并过敏鼻炎或接触

性皮
.

炎
。

在病因诊断方面抗原 B P T 为最可靠的方法
,

抗原皮内试验可作为 ED A哮喘的参考指标 ; 而 抗 原

斑贴试验可作为接触和致敏的一项指标
。

2
.

实验研究

( 1 ) 以水溶性碳二亚胺为偶联 剂 制 备 E D A ·

B SA及 E D A 一 D T (白喉类毒素 ) 两种抗原
。

两种抗

原的结合比为 1 : 3
.

62 ~ l : 。 9
.

3 4之间
。

( 2 ) 分别用它D A
一 B S A /A H G及卫D八 / A l于G腹

腔内注射免疫豚鼠
·

并每 3 。天 1 次加强免疫
·

第 8 次

加强免疫后开始分别雾化吸入 饥 1% E D A 或 E D八黔

B S A
。

结果证明以上两种物质均可诱发动物哮喘
,

而

单纯吸入D T则不发生哮喘
·

未致敏对照动物吸入两

种形式抗原均不出现反应
。

( 3) 用 P
以试验及

P
以 抑制试验检测致敏豚

鼠血中特异性抗体
。

2 。只 E D A兔疫脉鼠中有 4只 出现
2 4及 7
孙时蓝斑反应

,

而 6 只 E

DA
一B弘免疫豚鼠电

有 ` 只出现蓝斑反应
,

其滴度可达 l : 32
。

P以抑制试

验证明 ED户
`一D T抗原特异性

。

( 4) 分别用 E D A及 E D A 一 B单 致敏家免
,

用

E L IS A 法测定血中抗原特异性 I泌
。

发现该抗体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
,

其滴度可达 1 :劝
。
E L I
sA 抑制试验

证 明足量 E

DA
一 B
sA 对E

DA 免疫动物 可 产 生 88 一

1叭%的抑制
,

对E D A 一 B
SA 免疫 动物 可 产 生 33 ~

5 0% 的」月了孚台U
。

三
、

关于谷物哮喘

1
.

临床研究

(1 ) 对沈阳市 1 0个粮谷单位进行变应原调查
,

检出尘瞒45 3个
,

蜻卵 46 个
,

以腐食酪瞒
、

粉蜻
、

毛

靖
、

擒蜗为多
。

全年暴皿 24次
,

12 0个平皿共收集真

菌菌落 11 4 2个
,

分离出 2 1纯菌株
,

其中青霉
、

着色穿
一

.

生菌
、

曲菌
、

毛总状霉菌
、

黑根霉
、

交链抱霉
、

镶刀
`

霉等为优势菌
。

对 1: 6 1 2人的流行病学调 查
,

发现哮

喘的患病率为 4
。

12 输
。

( “ )
_

对 723 鲤谷食工人租18 6例汽车厂工人 (作

对照 ) 进行各种霉菌抗原娜及大米
、

面粉
、

玉米握出

性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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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组胺
、

生理盐水的皮肤试验
。

接触组的阳性率为

5 0
.

3% ( 3如例 )
,

对照组 1 5
.

6% ( 28 例 )
,

有显著

性差异 (
火

。 .

01 )
。

对其中93 例皮试阳性谷仓工 人 及

肠例皮试阴性正常人测定 S 一堪E (E IJ S A法)
,

前者阳

性率67 % ( 6 3 / ” )
,

后者为 6% ( 3 / 45)
,

两者有显著性差

异 ( P < 。 .

0 1 )
。

(3 ) 对 246 名谷物粉尘作业工人进行非 特 异性

乙酞甲胆碱吸入试验
,

发现阳性者40 例 (占16
.

3% )
。

阳性病例中有 17 例 ( 4 2
.

5% ) 谷尘 皮 试 阳性 ; 19 例

(4 7
.

5 % ) 腐食酪瞒皮试阳性 ; 4 例两者均阳性
。

对

21 例各尘皮试帕性
、

1 9例腐食酪端皮试阳性者作 -A
B P T

,

分别有 10 例 ( 47
。

62 % )及 9 例 ( 4 7
。
3 6% )呈阳性

反应
。

A 一 B P T总 阳性率为 4 7
.

6 %
。

( 4 ) 对 181 名轻度接触者
、

458 名重度接尘者以

及 1 09 名非接触者进行班前
、

班后一周肺通气功能 检

查
,

发现接触组班后F E V
:
下降大于 10 %者占18

。

34 %
,

而对照组仅占1
.

87 写 , 上班一周后前者占15
.

9 4%
,

后

者仅占2
.

75 %
,

有非常显著差异 (P < 0
.

01 )
。

对 38 例非

特异 BP T 阳性者观察
,

发现上班一天后 F E v
:

下降
》 1。%

,

PE F R
、

专
。 。 、

命
: 。
下 降> 25 %者 分 别 占

3 9
: 。

49%
、

39
.

4 9%和 3 2
.

5 5 % ,而 2 0 8例B P T ( 一 )者分别

为 1 1
。

1 1写
、

11
.

76%和 7
.

5 4沁
。

对 g例 S一 B P T ( + )者进

行激发前后血中组织胺测定
,

分别为 10 5 士 4 8
.

66gn 和

1的
。

77 士 46
.

2 5gn
,

两者有非常显著差异 (P < 。 。

。1)
。

12 例 S一B P T ( 一 ) 者
,

激发前
、

后各为 1 81
.

91 士

弱 .2 9
gn 和 18 7

.

16 士 5 8
.

38gn
,

两者无显著差异 (P >

0
。
0 5 )

。

2
。

实验研究

( 1 ) 用 50 %谷尘
, 4 %粉瞒

, 5 %黑根霉菌
,

5 %青霉菌提取液加 10 %卵蛋白佐剂免疫豚鼠制备哮

喘动物模型
。

5 周后开始以抗原吸入激 发
,

激 发 阳

性率分别为 37
.

5纬
,
3 7

.

5%
,

37
.

5%
,
1 00 %

。

哮喘动物

出现呼 吸频率
、

流速与潮气量的显著变化 ; 呼吸阻力

(R L )增高
。

( 2 ) 哮喘动物的肺泡灌洗液 ( B A L F )分析
:

发

现细胞数增加
, T 细胞亚群无显著变化

,

细胞总数
、

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
、

嗜酸细胞
、

巨噬细胞数均高

于对照组
。

嗜酸细胞在观察组与对照组 分 别为 4 1
.

0 0

士 27
.

22 % 和 19
. 。士 n

.

53 %
。

观察组 T 细胞亚群略高

于对照组
。

( 幻 哮喘动物的病理观察
:
光镜 下 可 见支气

管
、

细支气管管胜和壁内
、

肺泡腔内大量炎细胞和粘

液渗既 并可见支气管细支气瞥痉挛
,

重者有肺泡腔

内实 变
。

电镜下可见肺饱壁上成细胞正常
, `

有较多钓

含大量颗粒的嗜酸细胞
,

偶见中性细胞
。

四
、

关于蘑菇哮喘

( 1 ) 对北京及东北地区 n 个蘑菇种植 现 场 及

10 。名种植工进行调查
,

其现场蘑菇抱子浓度为 .2 ”

一 5
.

2 2m g/ m ,不等 ; 泡子含量 1 1 9 0 0 0个 /m
, 。

用琼

脂培养基暴皿有蠕抱菌
、

青霉菌
、

毛霉菌
、

曲菌
、

镰

刀菌等生长
,

未见嗜热放线菌
。

调查中发现 1 例典型

哮喘
,

脱离接触后不再发生
。

42 例胸大片检查有少数

出现小点片影等改变
。

检查 6。人肺通气功能
,

其中n

人出现阻塞性肺通气功能障碍
。

3例症状者血中存在

蘑菇抱子抗原特异性沉淀素抗体
。

抱子抗原皮试阳性

占受试者的 2 7
。
5 %

,

而对照组仅 1 例阳性
,

两者有明

显差异 ( P < 0
.

0 5 )
。

( 2 ) 用蘑菇抗原加A H G佐剂致敏豚 鼠 14 只
,

1

个月后喷雾吸入抗原
,

5只动物可诱发哮喘
,

持续90

分钟
。

用同样方法致敏大鼠 4 3只
,

吸入抗原后均未能

诱发哮喘
。

致敏大鼠于抗原激发 后 不 同时间 (24 小

时
,

48 小时
,

72 小时
,

2周 ) 的肺泡 巨噬细胞进行吞

噬率测定
。

该值平均在 49 一貂
.

4%之间
,

略高于正常

动物组 ( 43
.

6% )
。

( 3 ) 致敏大鼠的肺病理观察可见肺血管普遍扩

张充血
。

吸入抗原激发后 2 4小时可见动物大小支气管
、

血管周围有大量嗜酸性细胞
、

浆细胞增生
,

支气管肺

泡腔可见 巨细胞及退化脱落细胞
。

48 小时后嗜酸细胞

减少
,

但单核细胞增多形成灶性细胞结节
,

浆细胞
、

琳
_

巴细胞增生明显
。

动物每周吸入抗原 1 次
,

连续两个

月
,

未见肺纤维化病变
。

( 4 ) 用发作哮喘的豚鼠脾淋巴细胞上清液测定

白细胞介素 1
、
2

、
4 ,

发现白细胞介素 4 较对照组增
-

高
二

致敏豚鼠血清的P C A试验
,

2 只动物 均 出现蓝

斑反应
,

其滴度可达 :1 3 2
。

_

五
、

其它生物因素哮喘

某缥丝厂选茧岗位 13 人
,

其中 3 人患哮喘
。

接触

时间 0
·
5一 15 年

。

用 1 :1 o蚕丝浸液皮试及现场支气管

激发试验均阳性
.

某油厂蓖麻籽车间
,

5 年回顾调查

20 。人
,

其中 2 人诊为蓖麻籽过敏性哮喘
。

调查 4 个

酶制剂工厂的喷粉和包装车间74 人
,

确定有枯草杆菌

过敏哮喘者 1人
,

疑似者 5 例
。

某厂蜂王浆车间 5 年
、

回顾调查 23 6 名接触者中有王浆过敏 史 者 29 人
。

某

木材厂主要用进 口花梨木 (花桐木
,

o
lrn 韶

i a h e扒yr i

rP
a

in) 制造工艺品
、

乐器及硬 木 家俱
,

1 5 0名工人

中有 3 名哮喘者
。 丫

结 论
,

、

1
。

本课题范围内的职业性哮喘物均可引起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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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哮喘
。

临床表现其哮喘发作与变应原接触者有

密切关系 ;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可引起速发
、

迟缓母

及双相气道反应
。

患者的抗原皮试
、

抗原特异性 l g E
、

堪 G 往往阳性
。
以上抗原特异性检查技术可作为职业

性哮喘病因诊断的重要依据
。

2
。

用不同的蛋白结合抗原免疫动物可制成动物

哮喘模型
。

哮喘动物表现为支气管痉挛
,

气道阻力增

高
,

体内存在特异性 堪E及堪G型抗体
,

并可被动转移

使正常动物产生哮喘 ; 以及产生介质水平 增 高 等变

化
。

动物病理表现为支气管
、

细支气管嗜 酸 细 胞浸

润
、

上皮细胞脱落
、

粘液栓形成等
。

以上反应与临床

一致
,

均符合变应性哮喘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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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家乡镇煤矿尘肺调查报告

大同市职防所 刘 田 旺 庞有效

为了解我市乡镇煤矿职业危害现状
,

摸清从业人

员尘肺病的发病情况
,

保护乡镇煤矿职工健康
,

减少

尘肺病的发生
,

为国家制订乡镇煤矿尘肺病管理办法

和有关的政策法令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于 1 9 8 4 年 和

1 987 年两次对我市99 家乡镇煤矿进行了尘肺病调查
,

并在 1 9 8 9一 19 90年选了两个尘肺人数较多的矿
,

进行

了两个季度共 8 天的井下掘进
、

采煤时粉尘测定
,

其粉

尘浓度为 0
。
8~ 4 1 2

.

0m g /m
3 ,

平均浓度 9
.

s m g /m 3分

散度 5 “ m 以下占80 %以上
,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O
。
2~

44
.

2%
,

平均 5
.

2%m
。

体检 67 2 人
,

列入统计范 围

的有 5 98 人
,

检出尘肺 27 人
,

检出率 4
.

52 %
,

检出工

龄 11 一 53 年
,

平均工龄 3 1
。
6年

,

检出时年龄43 ~ 71 岁
,

平均年龄 5 9
。
3岁

。

提出乡镇煤矿低矽低浓度粉尘可致

尘肺是肯定的
,

并且是其特点
。

引进劳力的增加
,

可

导致
“

尘肺病转嫁
” 。

我们呼吁在发展乡镇煤矿的同

时
,

各级领导应重视井下粉尘对作业工人的危害
,

加

强管理
,

采取必要的措施
,

降低井下作业场所空气中

的粉尘浓度
。

对引进劳力
,

加强防尘降尘 的 宣 传 教

育
,

定期体检
,

避免
、

减少尘肺病的发生
,

或延长尘

肺的晋级时间
。

对已发病的患者
,

应给予适当的劳保

待遇
,

这将更有利
.

于促进乡镇煤矿的发展
,

给国家剑

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