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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吸气肺活量与用力呼气肺活量之差值

作为反映小气道阻塞程度指标的研究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20 0 0 4 0 )

流速
一

容量曲线是早期诊断小
2

乙道 阻塞较敏感的

方法
,
我们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的改进

,
并且在正常

人
、

有气道阻塞的病人与接触铬酸的工人进行验证
,

现将结果报告如 F
。

1 方法

本方法 是流速
一
容量

、
F 一 V ) 曲线测定方法 (称方

法 I ) 的改进
,
在平静呼吸后缓慢呼气至残气位

,
然

陈莉 ( 李华德指导 )

后作最大吸气至肺总企
,
再用力呼气至 残 气 位 (称

方法 I ) (附图 ) ,
方法 I 同时可测最大吸气肺 话最

(简称 IV C ) 和 Jll力呼气肺活量 (简称F V C , 。

发现

正常人 IV C与 F V C扣似
,
而有

z
毛道阻寨的患者I V C必

大于 F V C
,

阻塞程度越严爪
,
两者之差越大

。

我们利

用这差值为衡业气道阳塞程度的指你
,

} J时又可测 得

吸气流速
,
它和 IV C可反映上呼吸道阻塞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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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流速
一

容量测定

部干燥感 1 4人 ( 67 % )
,

其中有 : 例轻度嗅觉减退
。

林部

2 一般资料 检查
:
有奔部改变 10 人 (打

.

6 0 ;幻
,

其中介部 拈膜轻度

2
.

1 通过 3。名健康者 (正 常组 ) 与 43 例有不同程度气 充血 5人
,

鼻
,

!
,

隔轻度糜烂 2 人 ( 9
.

5 % )
,

具
r

卜翩轻度溃

道阻 塞的患者 ( 阻塞组 ) 测定
,
其中 R V / T L C > ZS D 疡 1 人 ( 4

.

7乡百)
,

轻度 资缩性 鼻炎 l 人 ( 4
.

7 % )
.

典中

3通例
; F E V ,

. 。
% < 2 S D 33 例

,

两组均作F
一
V 曲线测 隔穿孔 1 人门

.

了% )
。

咽部充 血 6 人 ( 2 8
.

5 % )
。

肺部休

定
。

采 用以上两种 方法对照 计算方法 I 测得的 IV C 征
,

除 2 例呼吸音粗糙外无异 常罗音
。

我们 用方 ;2
、

I

F V C : ;
Jll l丐种方法测得 F V C 〔 , )

和 F又厂C ( : ) ,

速V m o x , ,

和 V
, 。 : ) ,

「一IV nr o x : ) ,

V
7 , ( i )

不
: IV 7 , ( : ) ,

最
_

戈流

V
, o ( i )

V
.

: , 、 1 )
不八

T Z ,

川
,

第
一

秒钟时间万
I
I
J
活量

所测得
.

飞勺人
/ , 0 、

F E V I
.
0
% 不一IIV C

、

F V C等值 fl ` J
’

处刀1!

和分析
。

〔F E v ,
. 。 、 ,

召! 〔万
’

EV ,
. 。 ” :

等 J行标
。

2
.

2 通过仃铬 佼接触史分布于 7 个工厂 的 2 09 名工人

体检
,
进行 F

一
V方法 I 测定

。

其中21 名V
, 。
低于正 常

位沁 % , 而 F E V I
.

。% 均 > 80 %
,

分别 为男 6 例
,
女

15 例
,

年龄 22 一 45 岁
,

工龄 < 2 年 5 人
、

3 一 5 年 4

人
、

6 一 1 0年 s 人
、

1 1一 2 0年 4 人
。

有咳嗽症状
.
纷 7

人 (3 3% )
.

其中轻度咳嗽 5 人
,

中度咳嗽 2 人
。

有鼻

3 测定结果

3
。

1 发现厂{i塞组 )IJ方汀之I 所钡i得的 F V C ` : ) 、

五乏大流

速 V m 。 二 ( : )
仁{第 秒钟 {i少户jJ肺 活量 〔下 E几

’ : 。 、 : 了̀
,

生J二J大

于 用方法 I 所测得的相应位
,
经统计 学 处 理 尸 均

0
.

0 0 1
,

有非常显著差异
。

而用方法 1 1; ;i了子的 V , , ( : ,
、

V s o ( . ) 、

V
: , ( , ,

值 与方法 I 所测得的相 J从值经统计

学处理 P 均 > 0
.

05
,

无显著差异
。

而正 常组 用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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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用方法 I与方法 I测定两组所得各项值之 比较

F C V:与 F C V:〔 FE Vi
.

o了2 与〔 FE V
i

.

o) i、厂。 x a` 2 , 与 V a m x ` i , V , , f Z , 与V 7 , ` , , V : o ; 2 , 与V , o , i , V Z , , 2 与 V Z , ` i ,

阻塞组 >

t = 5
.

0 79

凡 = 3 8 . P < 0
.

CO龙

)

t = 2
.

9 8

P < 0
.

0 0 1

>
二二 二 二

二

t “ 5
.

4 s t = 0
.

3 2 t = 0
.

2 6 t , x
.

6 7

P < 3
_

Co l P > 0
_

0 5 P > 0
_

0 5 P > 0
.

0 5

正常组 二

t 二 0
.

C 0 36

竹 二 3 0 P > 0 0 5

一一

一一一一
—

一
一

一
~

一一
~ ~ ~ -~ ~ ~ .

一
之纽 二专 三二 三 二

t = 1
.

3 8

P > 〕
_

0 5

t = 0
.

0 5

P > O
_

0 5

t = 1
.

3 6

P > 0 0 5

t 二 0
.

P > 0

0 3 9

O苏

t = 0
.

3吕

P > 0
.

0 5

. 阻塞组 中共 4 3例
,

其中 5 例因病情较重
,

不合作
。

法测得的相应值堪本相似 , P 均 > 0
.

05
,

无明显差异

(见表 1 )
。

3
.

2 两组均少IJ方法 I 测定
,

发现 在阻塞组中 I V C 均 >

F V C , ,

气道阻塞越严重
,
两者之差越大

,

此差值经统

计学处理 n 二 崖3
,

t = 1 0
.

2 1
,

P < 0
.

0 0 1
,

有非常显著差

异
。

而在正常组 IV C 与 F V C 基本相似
,

t = 。 .

9 1
,

P ) 。
.

0 5
,

无明 显差异
。

3
.

3 为了比较气道阻塞患者的不 同阻塞程度
,

我们采

用 IV C 一 F V C / 尸V C % 来丧示
。

通过 阻 塞组中有哮鸣

音的 22 例患者吸舒喘灵药物前后工V C 一 F V C / F V C%

比较
,

其差数有非常显著差异 P < 0
. 。。 1

。

如采用吸药

前后的 F E V I 二 /F V C% 比较
,
我们 ,发 现 F E V :

. 。
flF

F V C各值在吸药前后随着症状的改善均 增 大
,
而 各

值在吸药前后之差
,
经统计学处理 P 均 < 0

.

001 有 1卜

常显著的差异
。

但F V C绝对值之增大较F E V I
. 。
更为

明显
,
这

一

导致用药后 F E V
: . 。

/ F V C% 反见减少
,
这

造成吸药后与吸药前的 F E V i
.

。 / F V C纬之差成负数
,

这差值无意义
。

为了避免由于计算中的不合理现象
,

我们将用药后的 F E V :
. 。 0J石 改 为 〔F E V ,

.

。 (吸 药

后 ) / F V C (吸药前 )〕 %来衷示
,

然后将此值与吸药前

的 (F E V I . 。 / F V C ) % 之差经统计学处理
, P < 0

.

0 0 1
,

有非常显著差异 (表 2 )
。

裹2 22 例患者吸药后与吸药前各差值之比较

些兰止二竺兰二上 咪

F V C (吸药后 )
’

-

F E V i
.

。 (吸 药前 )

f V C (吸 药前 )

F E V x
.

o (吸药后 )

F V C (吸药前 )

。 , .
F E V I

.

n
(吸 药前 )

。 ,

厂。 夕窝 石丁~

不厂
~

一~ ~ 份二片 二 于二下戈 , 乒勺
r V 七 L吸 约 10j )

I V C 一 F V C

F V C

< > >

r = 一 Q
.

竺

P > 0
.

0二

t = 4
.

6舀

P < 0
.

C Q I

t = 4
.

3 5 6

P < 0
.

c o l

3
.

4 2 2例有哮鸣音患者在吸药前后的V m a x 、

V 7 5 、

V
, o

和 V
, , 之 袱数

,
经统计学处理 P 均 > 0

.

05
,

无 差异
。

3
.

5 对加 9名有铬酸接触史的工人体检中
,
其中 21 名

体检者V , 。
与正常下限值 (正常值之 70 % ) 相比较

,

此差数经统计学处理 t ` 7
.

25
,

P < 0
.

0 0 1
,

有非常显著

的差异
。

3
.

6 21 名体检者的 W C 一 F V C / F V C %值经统计学

处 理
, 亡二 10

.

3
,

P < 0
.

0 01
,

有非常显著差异
。

4 讨论

4
.

1 有气道阻塞者 IV C > F V C 是由于
:

先在平 静

呼气后作缓慢深呼气至残气位
,
可使不完全性阻塞的

肺泡能够排出原来在平静呼气时不能排出的肺泡气
,

再作深吸气
,

肺泡的扩张俊得以相应 增 加多 随着 呼

气量的增大
,
吸气肌的长度增加

,
从而吸气肌收缩力

增强
,
使胸膜腔的负压 随之增大

,
又使气道内径与肺

泡呈最大程度的扩张
,
然后吸气阻力降低

,

气体易吸

入
。

以上均使吸入的气量达到最大量
。

在正常人吸入

的气量与呼出量基本接近
,
即 工V C 士 F V C

。

而阻塞组

吸入气量所 以大于呼出量
,
是因为等压点的原理

,

最

大吸气后的用力呼气一定受到气道阻力的影响
。

4
.

2 阻塞组用方法 I 所测得的 F V C : 、

V m a 二 : )
和

〔F E V I
.

。 〕 :
均 友于 方 法 I 的相应值

,
有显著意义

。

此因随着吸入气量增加
,
呼气肌的 长度亦增加

,
使呼

气肌的收缩力增强
。

此外随着吸入气付增加
,

lJ]卜的爪

性回缩力 ( P ) 也增加
。

V mQ
二

与 ( P )成正比 , 与气道阻

力 ( R )呈反 比 , 即V m a 二 =

P/ R
,

因此以上三项值均增

力口
。



4
.

3 阻塞组中发现阻塞程度愈严重者 V IC与 F V C之

差越大
,
此差值与影响 FV C的因素有关

,

如肺的顺应

性
,

气道阻力增加或气道壁的顺应 性 增 加
,
均可使

F V C位减少
,
导致 IV C 一

F V C之差值增大
。

4
.

4 通过 2 2例有哮鸣音患者吸舒喘灵前后的 〔 ( IV C

一 F V C 夕/ F V C 〕% 比较
,
我们认为这指标较灵敏和实

用
。

它与F E V ,
.

。 % 指标
一

样均能反映气道阻塞程度

的变化
。

方法 I 操作简便
,

同时测得的 I V C与吸气流速

可反映上呼气道阻 塞情况
,

便于推广
。

通过以上比较 IV C 一 F V C / F V C%与 F E V ,
. 。 几石

两种衡量气道阻拱程度的指 标 时
,
发 现 F E V ,

. 。
/

F V C% 有其不足之处
:
在 22 例患者中有 2例在吸药后

F V C 较吸药前大
,
但由于在吸 药 前 后 的 F E V ,

.

。

二湘
「。 F E V

:
.

0 (吸药后 )
。 / 卜 F E V ,

. 。 了
吸药 J访 )

。 /

不变
,
用蒸荞

币卫
一
理二兴李凳芸甚男了 %与

上

二二六
· “

.

于尧三竺洲
’

叮’

一”
“ F V C (吸药前 )

` “ “

F v C (吸药自孙
` “

二者比较
,
其差效等于 。 ,

在这种情况 「 F E V ,
. 。
%

就不能反映气道阻塞 程度的变化
;

F E V I
. 。
它受到用

力程度的影响
,

两个病例在吸药后 F V C 有明显增加
,

但由于疲劳
,

在吸药后的 F E V I
. 。
反 比吸药前降低

,

用

F E V t
.

0 (吸药后 )
。 ,
卜 F E V

,
.
。
(吸药前 )

。 , ,」,

、
蒸耘

通」卫
法岑挤摆牛

止如 %与裱幕匕斗誉拼臀升 % 比较
,

F V C (吸药前 )
` “ J

F V C (吸药前 )
` 。 “ “

认
,

其差数成负数
,
又不能反映气道阻塞程度的变化

。

而

`
; , {闷厂业次学杂志 1娜 3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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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尸J不卜” 况用 IV C 一 F V C / F V C
n

百作吸药前 后 比

较
,
随 斤卜

’

V C (吸药后 )不 断增加
, IV C 一 F V C 之差

仇篮减小
,

则用药前后的 I V C 一 F V C / F V C % 之龙就增

搜
。

此方法可敏感地反映气进阻塞改善的程度
。

4
.

5 为 丁进 一 步探讨 IV C 一 F V C厂F V C % 这 新指

标在反映小气道功能的灵敏性和实 {{ j性
.

通过 20 9名接

触铬敌一钩工人体检
,

对其络
,

F E V 、 . 。
多舀均 > 8 0% 2 1例

V
S 。

_

正常值 70 %体检者测得结果表明
,

F E V :
. 。
%

作介勿呈气道阻塞程度的指标并不可靠
。

V , 。
的减退

说明长期接触铬酸的工 人除鼻部受害处
,
小气进 也受

到延 及
,
大气道估计亦难 仁免

,

但在程度 上并不能披

F E V ,
. 。
% 显示 出来

。

4
.

6 IV C 一 F V C / F V C% 能反映长期接触铬酸 而无

明显症状与体征工人的小气道阻塞程度
,

J七机制在 J飞

IV C 一 F V C 之差值 与形响 F V C的因素有关
,

本文 现察

的工人 V , 。
(J 明显

」

低
,
说明小气道的阻力增加

,
等

压点 l{1J月
,

}
J
之段 移

,
份致小

z
C道闭合增加

,

从 飞f百减 少

F V C
,

使 I V C 一 F V C 之 ::i) 心生随之增 “
。

4
.

了 IV C 一
F V C / F V C % 便于在接触铬酸或」七他钊

激性气休的防治工 作中推广
,
可 ; U肺量计上取得仃关

数据
,

操作和计算简便
,
对早期诊断 fl1 防治接触有杏

气体
,

弓}起呼吸道疾患具有实用价值
。

电焊工血清钙测定报告

中原油田防在站 ( 4 5 7 00 1) 谈国珍 赵 文林

为探索早期锰中毒患者生化指标
, 1 9 8 8年 8 月~

1 9 8 9年 2 月
,

我们对某油田 1” 名电焊工
,

做了血清

钙测定
,

结果如下
。

1 对象 为某油 田 电焊工 19 9人
,

男 13 4人
,

女 65 人 ,

工龄最短者为 3个月
,

最长 27 年
,

平均 1 1
.

3年
。

作业环境锰含量为 0
.

03 一 2
.

47 m g/ m
, ,

平均浓

度 0
.

峨sm g/ m
, ,

达标率为 6 5%
,

超标率 3 7%
。

1 9 9名电

焊工发
、

尿锰均正常
。

2 测定方法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

3 结果与讨论 1蛇名电焊工血清钙最低值为 8
.

2m 只

/ z o o
ilrT

,

最高值为 z 3
.

2m g / l o om l
,

均值 l o
.

3 l m g/

100 间
,

在正常范围
。

其中男性位 1 0
.

38 士 。
.

o 3m g/

l o om l
,

女性值 1 0
.

2 6 士 0
.

0 9护 g/ l o om l
,

经 城菩 }
,
}:检

验
,

男
、

女 血清钙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各工龄组血清钙经显 菩性检验
,

P ) 0
.

05
,

无 她

著性差异
,

说明电焊工在未发生锰中毒时
,

血清钙 不

低
,

且不受工龄影 响
。

(上接第27 页 )

除职业因素外
,

不好用其它原因解释
。

T N T中毒的早期

能否先出现肝损害
,
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

如确实能肯

定为 T N T 所致 , 提示在工人从事劳动条件 较 差 的

T N T 作业后
,
约半年首先可出现单纯的肝损 害

,

而

白内障大多在 3年以上出现
。

按 T N T 中毒 标 准 , 该

组患者只能定为观察对象
,
待出现 白内障或贫 血 l可达

到诊断标准时
,

肝病时问 已经 很 长
,
由于不能及时调

离及治疗
,
致使 T N T C T H恢复较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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