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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棉尘对工人健康危害的调查

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4 1 0 0 07)

唐小 翠 周 旭 易水兰 董吉良 序雍玲 肖友立 辛业志

棉尘所致职业性肺疾患
,

早在18 世纪就为人们所

述及
。

我国 50 年代就开展了棉尘症的调查
,

近年来日

渐受到敢视
。

找们于 1 9 8 8一 1 99。年对湖南四大棉纺厂

进行了棉尘职业危害的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内容与方法

1
.

1 生产环境的劳动卫生学调查

于生产过程中工人操作点的呼吸带高度测定棉尘

浓度 (重量法 ) ; 采集 自然降尘
,

用焦磷酸法侧棉尘

中游离51 0 2 含量
。

1
.

2 工人健康检查

1
.

2
.

1 调查对象 湖南四大棉纺厂从事棉纺 作 业 3

年以上的接尘工人 13 2 3人 (女 1 2 6 2例
、

男 51 例 ) 为观

察对象多 另以不接触棉尘及性别
、

年龄结构相似的医

务
、

财务
、

管理人员 135 人为对照 组
。

1
.

2
.

2 检查项 目 采用统一的询问表格进行职业史
、

接尘史
、

呼吸系统疾病史及自觉症状的问询
,

重点了

解工人有无咳嗽
、

胸闷
、

胸部紧束感
、

呼吸气促等症

状
,

并进行一般内科
、

五官科检查及肺通气功能测定
。

1
.

2
.

3 以用力肺活量 ( FV C ) 与预计值比 < 80 % 为

限制性通 飞功 能障碍
, 以第 l 秒 率 F E V I % < 70 %

或最大通 气最 (M A C )与预计值比 < 80 %为阻塞性通

气功能障碍
。

1
.

3 棉尘症诊断依据

参照 W HO 1 9 8 2年专家工作组会议上关于
“

棉

尘所致主要呼 吸道症状及肺功能改变
”
为依据

,

结合

实际情况
,

符合下列几项者
,

即诊断为棉尘症
。

1
.

3
.

1 有明确的棉尘接触史 ,

1
.

3
.

2 有典型 的胸部紧缩感和呼吸气促及呼 吸 道 刺

激症 ,

1
.

3
.

3 肺通气功能障碍 ,

1
.

3
.

4 无心肺疾病
。

2 结果

2
.

1 车间空气中棉尘浓度及游离 51 0 : 含量 见表 1
。

由表 1可见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在 。
.

5~ 4
.

5 1n g /m ,

之间
,

游离 is o t 含量均在 6 % 以下
。

裹 1 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及游离 5 10 : 含蚤

工序 样品数 粉尘浓度 (m g /详 3 ) 样 品数 51 0 2 ( 9幻

前纺 6 1
.

0 0 ~ 4
.

5 0 4 4
.

2 9

后纺 4 0
.

5 0 ~ 2
.

3 3 3 4
.

15

织布 4 0
.

6 7 ~ 2
.

0 0 2 5
.

4 9

2
.

2 不同车间棉纺工人呼吸道症状发生情况 见表 .2

其发生率以前纺车间高
,

后纺次之
,

擎争市较低
。

各工

序与对照组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 < 。
.

05 ~ 。 .

0 1 ) .

各车间之间
,

仅前纺车间咳 l
献 咳痰发生率与后纺

、

织布车间有显若性差异 ( P < 0
.

0 5 ) ; 其他症状 各车

间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

衰 2 棉纺工人呼吸道症状发生率 ( % )

工 序 受检人效 咳嗽咳痰 脚部紧束感 气短

前纺 7 9 5 2 0
.

0二 12
.

5二 2 3
.

4二

后纺 3 6 3 1砚
.

6二 2 1
.

5 . 2 2
.

5二

织布 1 65 10
.

9 . 2 0
.

7 . 1 5
.

5二

对照 1 35 4
.

4 4
.

.

与对照 组比 P < O
。

05 二与对照 组 比 P < 0 .

01

2
.

3 一般内科检查 无明显心肺异 常 奢
。

五官科检

查发现鼻炎
、

咽炎发病率分别为 7
.

7%
、

1 1
.

8%
,

与工

种
、

工龄间无明显差异 ( P > 0
.

05 )
。

以干燥性鼻炎
、

单

纯性鼻炎发生率高
。

2
.

4 肺通气功能测定 接尘工人肺功能减退发 生 率

为4
.

8%
,

以轻度阻塞性通气功能下降为主
,

与对 照

组 比较
,

接尘工人肺功能下降率明显增高 , 而且各工

序接尘工人肺功能下降率的高低与其接触的棉尘浓度

呈相同趋势 (见表 3 )
。

2
.

5 接尘工龄与肺功能减退的关系 由表 理可见
,

接

尘工人肺通气功能下降发生率随着接尘 工龄的幼 如而

逐渐增高
.

工龄 15 年以上者与工龄 15 年以下者比较
,

差异有高度显苦性 ( P < 0
.

0 1 )
。

相关分析表 明 Y .



衰 3接尘工人与对照人群肺通 z毛功能减退情况比较

组别
棉尘浓度

( mg / n r, )
受检人数 肺功能减退人数

肺 功能 下降
率 ( % )

前纺

后纺

织布

对照组

2
.

1 7

1
.

5 4

1
.

0 8

0
.

0 0

5
.

1 0二

4
.

4 Q二

3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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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 组比 P < 。
.

05 二与对照组 比 P < 。
.

01

表 4 肺通气功能下降与接尘 工龄的关系

接尘工 龄 ( 年 ) 受检人数 下降人数 下降百分比 ( % )

2
.

2 5二

3
.

3 6二

14
.

2 8

16
.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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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 15年以 上者比 P < 0
.

01

1
.

o 3 s X 一 4
.

3 0 5
, 犷 = 0

.

9 4 5 , P < 0
.

0 2
,

1J’ 高度相关性
。

2
.

6 肺尘肺发生悄况 本次共检查 1 3 2 3人
,

其中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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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尘症 25 例
,

患病率为 1
.

89 %
。

3 讨论

11前国内有关峡 料报道
,

随着棉纺工业的发展
、

生产工艺的改进
、

防尘措施的不断加强
,

使车间空气

中棉尘浓度迅速下降
。

车间空气浓度平均在 S l l lg m .

左右
,

而棉尘症的患病率在 1
.

7一 23 %
。

本 次对湖南

四大棉纺厂调查表 明
,

棉尘浓度在 。
.

5一 4
.

s

mg /-IT 3 ,

棉尘症患病率为 1
.

8 9%
,

这与国内的报道墓本相似
。

1 9 8 2年W H O 专家工作组综合世界多年的研究 结

果认为接触棉尘可引起两种主要 的临床反应
:

胸部紧

束感及呼吸道刺激症状
。

两种反 应均存在急性肺功能

改变
。

由于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大气道
,

因而随着接

尘时间的推移
,

最终发生慢性阻塞性肺疾患
。

本次调

查发现
,

随接尘时间的延长
,

肺通气功能 卜降及叮吸

道症状发生率明显增加
,

并且粉尘浓度越
.
拓则肺通气

功能 F降越明显
。

综上所述
,

棉尘对人体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
,

棉

纺厂应加强防尘措施
,

改髻劳功条件
,

定期进行健康

检查
,

确保工人健康
。

怀化地区尘肺患病现状调查及其危害评价

湖南省怀化地区职 业病防治所 (4 1 8 0 00) 谢修齐

尘肺是我区目前患病人数最多
、

危害最严重 的职

业病
。

1 9 8 8一 1 9 8 9年我们按照全因尘肺流行病学调查

的要求与方法
,

对全 区尘肺患病情况进行调查
,

并对

其危害进行评价
。

1 资料来派与方法

根据历年尘肺诊断病例管理 卡和死亡报告卡
,

逐

例进行病情进展与生存情况调查
,

经核准后再填写全

国统一 的尘肺流调 卡
,

以卡片为依据进行汇总和统计

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基本情况 全区现有粉尘作业工人 19 89 9名
。

自

1 9 5 4年始有尘肺检出 以来
,

至 19 8 9年底
,

共检出尘肺

2 3 9 2例
,

检出率 1 2
.

0 2%
; 已死亡 6 32 例

,

粗病 死 率

2 6
.

4 2%
,
现患率 8

.

84 %
。

现患尘肺的行业
、

种 类 分

布
、

期别构成及肺结核合并率见表 1
、

2
、

3
。

表 1 现患尘肺的行业分布

行 业 殆金 . 煤炭 机械 建材 铁道 水电 石 化 城建 轻 工 地质 其他 合计

例 数 1亡2 0 4遨7 10 3 8 9 35 1 9 55 13 1 2 3 1 7 C J

构成 比 (% ) 5 7
.

9 5 2 5
.

4 0 0
.

5 7 2
.

0 5 0
.

5 1 1
.

9 9 0
.

0 6 0
.

6 x 3
.

13 0
.

7 4 6
.

9 9 2
.

0
.

0 0

. 含有色行业
,

下同

衰 2 现患尘肺的种类分布

生肺 种类 矽肺 煤 1 二尘 肺 水泥尘肺 脚 工尘 肺 招 尘 肺 铸 1
一

尘 沛 其 池尘 肺 合计

病例数 13 16

构成比 ( % ) 7 `
.

7 7

3公了

1 8
.

5 8

2 3

1
.

3 1 0
.

0 6

1 0

0
.

5 7

7 8

4
.

4 3

1 7 60

1 0 0
.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