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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气作业工人肺通气功能动态分析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抬研究所 ( 33。。。 6 )廖维正 管筱雯

为了解抓气对作业工人肺功能的影响
,

我们对江

西某化工厂氯气作业工人作了为时 17
.

5个月的肺功能

前后对照观察分析
,

发现其大小气道通气功能均有显

著改变
,

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江西某化工厂氯气车间20 名接触氯气

的漂白粉生产工人
,

平均年龄42
.

2岁
,

均为男性
,

X

线脚片及心电图检查示无特殊心肺疾患
。

车间空气中

抓浓度多次测定为 2~ 3m g /m , 。

使用 日本产 C S-A 16 o o 电子肺功能仪测定下列肺

功能指标
:
V C

、

F V C (肺活量及用力肺活量 )
,

F E V I 二

`一秒量 ) ,

FE V I二% (一秒率 )
,

P E F R
、

M M F

〔最大呼气峰流速及中段流速 )
,

V , . 、

V : , (50 %及

移%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速 ) 及其与身高之比 v , . /H
、

V ” / H
,

M V V (最大通气量 ) ,

几项指标的实测值

占预期值百分比% vC
、

% M V V
、

% M M F
、

% v , 。 、

·

% V , : 。

测定时间
,

第一次
,
19 88年10 月 ; 第二 次

,

19 90

年 4月
。

其间该组工人均连续氯气作业
,

前后相距 17
。

5

个月
。

结果与分析
、

1
。

大气道通气功能改变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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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示各指标均值均有降低
,

其 中 F EV I . 。 和

P E F R的降低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M V V 的改变无显

著性差异
,

反映肺容量的 v C及 F v C 的改变亦无显著

性差异
。

2
。

小气道功能改变
,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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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门. . . . . . . . . . . . . . . . ,

X 士 S D (牡 二 2 〕 )

第一次 第二 次

招46

M M F ( L / s)

V s o ( L / s )

V : , L / s )

o /H ( L / s / m )

V : , / H ( L / s / m )

3
.

6 2士 1
.

0 2 3
.

0 5土 1
.

1 7 2
.

8 1 < 0
_

0 5

3
_

7 3士 1 3
.

2 6士 1
.

2 4

1
.

1 6 士 0
.

5 4

2
。
4 3 < 0

.

0 5

4 5士 O 2
。

5 9 < 0
.

0 5

2
。

2 5土 0
.

7 0 1
.

9 7 士 0
.

7 5

0
_

8 7土 O
_

Za 0
.

7 0士 0
.

3 4

2
.

3 8

2
_

9 8

< 0
.

0 5

< 0
.

0 1

表 2示各指标均值均有降低
,

其中V : 。 / H 的改变有

非常显著性差异
,

其余各指标的改变均有显著性差异
。

3
.

大小气道通气功能儿项实测值 /预期值 百 分

比的改变见表 3
。

表 3 示前后两次侧定结果比较
,

% V C及% M V V

的改变无显著性之异
,

其余指标均降低且有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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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以上结果提示该组工人连续舰气作业1 7
.

5个月

后
,

大小气道通气功能均受到不良影响
。

吸烟亦是一

个有害因素
,

该组工人中有 18 人 (9 。% )吸烟
。

为了对比

这一混杂因素的影响
,

另以 17 名年龄及吸烟量均与该

组工人相近的非氯气作业的男性吸烟者为对照组
,

将

其肺功能与该组抓气作业 17
.

5个月后的肺 功 能 相 比

较
,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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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示接触抓气组与对照组比较
,

除 P E F R 及

F E V I 二 无显著性差异外
,

其余各项反映大小气道功

能指标均降低
,

有显著或非常显着性差异
。

说明氯气

是影响接触组工人肺功能的主要因素
。

但是并不能否

定吸烟与抓气的联合作用
,

因已有许多资料证实吸烟

者的肺功能指标低于不吸烟者
。

讨 论

抓气等刺激性气体主要作用在肺的大小气道
、

肺

泡和肺间质等组织器官
,

进而损害肺功能
。

近年来
,

关于有毒气体对气道
、

特别是小气道功能影响的研究

越来越被重视
。

有关低浓度抓气作业工人大小气道功能观察的报

道不多
。

据认为
,

空气中氯浓度 在 。 .

3~ 1
.

5m岁m .

范围内无长期有害作用
。

本文对 20 名在空气氯浓度为

2~ 3m g/ m , 的车间内连续作业 17
.

5个月的工人 肺 通

气功能观察结果表明
,

其大小气道通气功能指标均有

显若降低
,

其中 F EV : . 。 、

P E F R及 V : , / H的降低有非

常显著性差异
,

说明长期接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容许

浓度 ( lm g / m ,) 的抓气可对作业工人的肺功能产生不

良影响
。

有害气体的这种影响早期在 X线胸片上常无

显示
,

而肺功能侧定则可较敏感地显示
。

本文结果还提示
,

M V V (及% M V V ) 不是一项

饭感的指标
,

它未随着 亚V l 二
、

F Ev l 二% 及 P E FR
的显著降低而呈现相应的改变

。

其结果与 被 侧 定 者

主观用力与否有明显关系
,

美国脚科学会提出 M V V

不作为评定肺功能损伤的推荐项目
。

本文分析结果与

这一报道一致
。

本文结果表明
,

对饭气作业工人应加强劳动保护

工作
。

改善作业条件
,

使车间空气中氯浓度控制在最

高容许浓度之内对保护工人的肺功能有重要意义
。

同

时亦应劝告工人戒烟
,

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协 同

作用
。

(本文承杨双才
、

谢汝能两 位主任医师审阅
, 宋镁同志 ,

加郁分洲定工作
,

特此致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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