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

3阻塞组中发现阻塞程度愈严重者 V I C与 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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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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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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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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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