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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

水泥混合尘对肺通气功能改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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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水泥混合尘对肺通气功能的不良影响
,

我

们选择 6 个水泥厂作业工人进行肺通气功能改变的研

究
,

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对象为水泥混合尘作业工人 585 名
,

其中男性 342

名
。

对照组为无接触尘毒的伐木工人 4 83 名
,

其中男

性 3 58 名
。

对不同工龄按 5 年分组
,

受检者应用 日本

IH
一

29 8型肺功能仪
,

进行肺通气功能测定
。

项目
:

肺

活量 ( V C )
,

用力肺活量 ( F V C )
,

第一秒时间肺活量

( F E V I
.

。 、
,

第一秒时间肺活量占预计值的 百 分 比

( FE V I 占P R % )
,

呼气中期流速 ( M M F )
,

最大呼气

流速 ( P E F R )
,

呼气后期流速 ( F E F ) 2 5 %
、

5 0 %
、

75 %
。

为消除年龄
、

身高
、

性别
、

吸烟不同的影响
,

取不同性别
、

有无吸烟作业工人实测值与预计值
、

实

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与对照人员进行比较
。

吸烟量

的计算
,

详细询间吸烟史
,

以每天吸烟支数乘该吸烟

盈的吸烟年数得期间吸烟量
,

累加各不同期间吸烟全

而得该人累计吸烟量
,

以支
·

年表示
。

接尘吸烟与无

接尘吸烟人员
,

吸烟量基本相等
。

对水泥作业场所进

行了卫生学调查分析
。

裸撼决与分析

一
、

水泥作业环境调查情况

1
.

粉尘浓度侧定情况详见下表
。

历年粉尘浓度测定情况 ( m g / m
, )

年份 1 9 7 7 19 7 9 1 9 8 0 1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点数

几何均值

一-一

一
一 ~ ~ ~ ~ ~ -~ -一~ . ~ ~ . ~ .

7 1 0 19 1 9 1 8 2 1 1 9 2 1 1 5 4 3

3 0 6
.

5 6 5 0
.

9 7 5 6
.

8 1 20
.

7 4 1 8
.

5 3 3 4
.

0 0 24
.

32 2 1
.

8 2 2 3
.

3 5 7
.

5 3

2
.

游离二氧化硅及分散度测定 经 2今个样品分

析
,

粉尘游离5 10 : 含量最低 1
.

14 %
,

最高达 38
.

50 %
,

平均6
.

87 %
。

经 39 个样品粉尘粒径测定
,

小于 2“ m

占 3 7
.

2 2%
,

2一5召m 占 2 7
.

6 4 %
,

5~ 1 0产m 占

2 2
.

5 2 %
,

1 0 “ m 以上占 1 4
.

5 6%
,

5拼m 以下共占

. 4
。

8 6%
。

二
、

肺通气功能测定情况及分析

本文通过对 58 5 名水泥混合尘作业工人肺通气功

能改变的研究
,

发现各不同工龄组实测值与预计值比

较
,

肺功能实测值减低
,

除个别项目
·

外
,

都有显著性和

非常显著性意义
。

调查表明
,

水泥混合尘对工人肺部早

期有较明显的不良影响
,

与国内报道的认为应用肺功

能侧定作为早期发现呼吸道损伤相符
,

有实用价值
。

吸烟对水泥馄合尘是否有联合作用
,

我们对男性

接尘吸烟工人与吸烟对照人员肺功能实测值占预计值

百分比比较
,

发现接尘 16 年以后出现肺通气功能小气

道的扭害较明显
,

而吸烟工人肺通气功能减低与不吸

门对瓜人员比较
,

发现接尘 5 年左右就有显著性和非

常显著性差异
,

主要表现反映 大气道 改 变 的 V C
、

FE V I . 。 、

FE v l % 及判定小气道损害的 F E F 25 %
、

50 %
。

接尘吸烟21 年以后小气道功能损害明显
,

调查

表明) 吸烟可以加重肺通气功能损害
,

吸烟与水泥泥

合尘有联合作用
,

与国内一些报道相符
,

认为阻塞性

肺功能障碍主要与吸烟有关
。

接尘不吸烟男性
、

女性工人选用肺功能实测值占

预计值百分比对比
,

结果男性不吸烟工人以小于 6 年

工龄组出现大小气道功能损伤征象
,

女性接尘 11 年以

后出现小气道有明显改变
,

认为水泥混合尘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较低
,

对于不吸烟工人呼吸道的损 伤 较 轻

徽
,

有些属于功能性
,

或属于过敏性范畴
,

往往不存

在剂 t 一反应关系
。

通过肺通气功能测定
,

可以 弥补

X 线检查根本无法反映出肺部早期的损伤及其程度
,

对加强作业工人的劳动保护
,

可 以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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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明职防院 ( 3 6 5。。。)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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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明澳防戎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