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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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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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