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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尘 病 与 内 毒 素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 10 0 0 50) 寄锡荣

棉尘病是工人吸入棉尘
、

亚麻尘或大麻尘后发生

的一种慢性职业性肺部疾病
。

17 1 3年 Rma
a zz lni 首

先描记了亚麻和大麻工人的 咳 嗽 和 哮 喘
。

1 87了年

P r o u s t 提 出 B y ss ino
s si 任棉尘病 ) 这一术语

。

随

后
,

许多学者对本病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
,
近几十年

来
,

对棉尘病的致病因子作了深入的探讨 〔泣’ . ’ ,

但至

今尚未完满解决
。

目前的研究工作
,

主要集中在革兰

氏阴性细菌 ( G N B ) 内毒素和棉花自身的某些成份

上
。

下面概述的是内毒素和棉尘病的关系
。

1 林花植物及林尘中 G N B 含 t 的研究

1 9` 2年 N e a l 等提出了棉尘病的细菌源说
,

认为

棉尘病是由棉尘中污染的细菌引起
,

并指出主要致病

菌是 G N B
。

R ly an d e r等 ` ” 报告
,

棉花植物中的 G N B

生要是肠杆菌属
,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

棉花植物的不

同部分
, G N B 的量不等

,

以叶托中最高
,

未开的棉桃

中不含 G N B 〔 4 〕。 不同地区棉花中 G N B 的含量有明

显差别 ` 5 ’ ` 〕 ,

气候干操地区棉花中菌量明显低于潮湿

多雨地区 t4
’ , 〕 ,

同一地区
,

不同时间收获的棉花
,

其含

菌量亦不同 〔 . ” ’ ,

同一地区不同等级棉花中的菌量亦

有差别
,

低等级棉中G N B量明显高于高等级棉 〔里“ ’ 。

cj kn
。协 j 等

`皿且 ’ 盆 2 ,
证实了棉纺厂空气中存在 G N B

,

其数量自18 。个 /m 3 到 10
’
个 /m , 不等

。

上述资料说

明了棉花植物和棉尘中确实含有 G N B
。

需要指出的

是
,

棉花和棉尘中的 G N B 活菌量与棉尘病发病率间

无肯定关系
,
因为棉尘病不是传染病 〔里”

。

2 拍花位钧及拍尘中 GN B内. 素与株尘价的关系

1 9 6 1年 P e
rn i s 以 们 报告棉尘中含有内毒素

。

随

后
,

许多学者证实了这一发现
〔 , ’ 3 . ’ 。 内毒素是细菌

壁的成分
,

只有当细菌死亡细菌壁崩解后才 释 放 出

来 ` ”
’ , ` , 。 内毒素主要来自 G N B

,

但亦可由革兰氏

阳性细菌
、

霉菌及若干动植物组织释放
〔且 ` , 。

但只有

G N B 内毒素与棉尘病骨关
。

内毒素是磷脂
、

多聚精

和蛋白组成的大分子化合物
。

磷脂可分 A
、

B 二种
,

其中碑脂 A是 G N B 内毒素的生物活性成分 ` ’ ` ’ 几 , , 。

确脂的生物学特性又取决于所含的脂肪酸成分
。

不同

种的 G N B
,

其磷脂化学组成是不同的 〔 , , 〕
。

故其生

物学作用亦不尽相同
。

人对内毒素最敏感
。

内毒素的

生物学作用与G N B的种类
、

吸收量等密切相关 〔 , . “ 。

调查发现
,

棉纺厂工人中棉尘病的发病率与空气

中内毒素浓度的关系较粉尘总最更为密切 〔 1 1 ’ . 1 〕 。

C va
a g n a 等 〔 , ’ 〕 分析梳棉车间工人中棉尘病发病率

与空气中内毒素浓度关系时发现
,

当空气中内毒素浓

度为 7
.

2召g /m , 时
,

棉尘病的发病率为 32 % , 8
.

7绍 /

功 . 时为 47 %
,

当儿乎测不出时
,

则无病人发生
。

实验证实
,

人与动物吸入内毒素后
,

可引起类似

棉尘病的症状
【又 ` “ 。

肺功能损伤是棉尘病的 重 要 表

现
。

aC
s et l lan 等报告 〔 , ’ 7 ’ 2 . ) F E V : 的降低和空气中

内毒素浓度呈明显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正常人吸入 8。召g

内毒素 5分钟后
,
可见到 F E V I降低

,

30 分钟至 1 小

时达高峰
,

持续 6 小时
,

24 小时后恢复正常 〔 , 乞 ’ 。

R贝a

dn
e rt ” 计算了内毒素使肺功能降低的阑值约为

10 0刀 g /m 3 ,
,

低于此值
,

F E V i 无改变
。

P e
rn i凡〔 “ ’

报

告接触棉尘的人
,

血 中组织胺含量明显升高
。

动物腹

腔注入内毒素后
,

腹腔内组织胺含量亦升高
` 主 4 ’ 。

人

与动物吸入内毒素或棉尘后
,

均可见到气道和血液中

W B C 增加 〔 几 . ’ 2 ` , 。

兔静脉注入棉花的水提 取 液 引

起的发热曲线与注 入内毒素相似
,

因而推测棉花提取

液中存在的致热活性物质可能是内毒素
。 _

卜述资料表

明
, G N B 内毒素在棉尘病的发病中是 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
。

关于 内毒素在棉尘病发生中的作用机理 更 是 个

谜
。

吸入内毒素后呼吸道中 W B C
’ ·

的增加似可解释

呼吸道症状
〔2 ` ’ 。

内毒素引起的内源性组织胺及类组

织胺物质释出与气道的收缩有关 〔 . : ’ 。

G N B 内毒素

引起的组织胺释放
,

可能是直接作用于 巨咙细胞或具

有释放细胞内组织胺的中性吞噬细胞的溶解
。

另外
,

虽内毒素本身不是趋化物质
,

但可通过旁道 撇 活 补

休
,

捉进气道的反应性 〔名”
。

3 存在问口

G N B 内毒素作为棉尘病的可能致病因子
,

已引

起人们的重视
,

但许多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如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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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内毒素后往往引起发烧
〔“ 〕 ,

而棉尘病罕见有发烧

者
;
吸入内毒素后很快出现类棉尘病症状及肺功能减

退
,

而棉尘病的发生需多年的棉尘接触 〔 , 1 〕。 值得注

意的是 J a m is o n 报告
〔 . ’ 」

正常人吸入由棉尘分离出

来的经培养制取的肠杆菌内毒素
,

吸入量相当于在严

重污染的环境中 二作一 日
,

未见支气管收缩
,
而同一

个体吸入大麻尘后却出现了支气管收缩
,

作者认为肠

杆菌内毒素不是纺织厂吸入粉尘中的致急性支气管收

缩物质
。

棉托中提取的高度水溶性物质对气道有强烈

的收缩作用
,

与大分子的内毒素不同
,

这种水溶性物质

是小分子化合物
,

_

巨煮沸后不丧失活性
。

前列腺素是一

种较组织肢强故倍的支气管收 缩 剂
,

F o w l er 等
` , 7J

报告棉托提取物能使肺泡巨噬细胞产生前列腺素
。

总之
, G N B 与棉尘病之间关系尚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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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
。

搞好劳动卫生的关键是开发领导层

岳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4 1凌。 00) 张 学明

领导是决策者
,

是人
、

财
、 .

物的分配者
,

是社会

发展规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
。

工作的好坏
,

事业的兴

衰从某种程度上讲
,

取决于领导者的重视程度
。

劳动

卫生工作也需要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

开发领导层是基于对领导的信任和希望
。

开发领

导层的过程是领导向群众学习
,

向实践学习
,

提高自

己的领导水平和业务知识的过程
。

1 开发的范 . 与对象

劳动卫生领导层的开发重点应该是同级政府的主

管领导
、

有关部门的分管领导和企业的法人代表
。

因

为这些领导层对搞好劳动卫生是起主导作用的
。

2 开发的方法

2
.

1 宣传开发 宣传的形式有工作汇报
、

情况简报
、 `

召开会议
、

举办讲座等
。

宣传要抓重点
,

要特别联系

当地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
,

写出有份量的调查材料
,

通报典型事例
。

2
.

2 参观开发 参观是一种扩大眼界
,

学习先进经验

的好方法
,
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和学习

,
可以借鉴外地

成功的经验
,

指导本地工作的开展
。

2
.

3 算帐开发 联系劳动卫生工作的实际算几笔帐
。

一是算改善劳动条件
、

提高工人健康水平
、

增加出勤

率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多 二是算发生 1个职业病人
,

造成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 兰是算搞好预防工作的投

资大大小于疾病治疗的投资
。

2
.

4 参谋开发 反映存在的问题
,

也必须拿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和对策
,

给领 导当好参谋
。

只有这样才能达

到开发的日的
。

3 开发的成效

3
.

1 成立 了劳卫职防机构 19 8 7年以前
,
我市劳动卫

生职业病防治所与市卫生防疫站一起联合办公
,
通过

对卫生局领导的开发
,

卫生局再向政府提交 专 题 报

告
,

终于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
,

市劳动卫 生职业病防

治所于 1 9 8了年 2 月 5 日正式独立
。

3
.

2 成立了劳卫职防学会 1 9 8 8年 12 月市利协正式

下达文件
,

同意成立岳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学会
,

挂靠于市职业病防治所
。

3 年多的实践证明
,

学会确

实发挥了党和政府联系专业人员的桥梁和纽 带 的 作

用
,

促进了劳卫职防事业的发展
。

3
.

3 成立了劳动卫生项导小组 于 1 9 9 1年理月成立岳

阳市劳动卫生领
一

导小组
,

由政府主管市长任组长
,

计

委
、

经委
、

劳动
、

卫生部门的主 管领 导为副组长
,

其

余 7 个部门的主管领导为组员
,

下设办公室
,

办公室

设在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

负贵全市劳动卫
’
L的

监督监测和健康监护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