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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粉尘接触量与肺功能损害的

剂量
一
反应关系研究

陈 莉
` 陈 杰

,

楼介治
’

提 要 本文对沈 阳市某粮库 31 4名男性接尘工人和 2 25 名对照者进行了肺功能检测
。

三项肺功能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
,

FV C
、

F E V I . 。
改变不 助显

。

接尘组V , , 、

V ” 和 V Z ,

三项肺功能指标明显低于对恨
发现 F E v ,

. 。 、

寸
, , 、

寸
, . 、

廿
: ,
与累计接尘量呈负相关

低
。

应用寿命表方法分析了累计接尘量与肺功能V , , 、

结果 显示
,

逐步回归分析

…
,

随累计接 尘量增加
,

V ”
、

、 , 。 和 V “ 明显减

v
: 。
和 V Z ,

三项指标累计异常率的关系
,

提出了

生产环境空气中谷物粉尘容许浓度值
。

关键词 谷物粉尘 肺功能

谷物粉尘是一种 以有机物为主的混合性粉

尘
。

其对接尘工人呼吸系统的损害己见诸多报

道
〔 , 一 ” 。

本文仅就粉尘接触量 与接尘工人肺功能

损害的关系做一探讨
,

以期为制订我国生产环

境空气中谷物粉尘卫生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对象选择 以沈阳某粮库接触原粮粉尘 1

年以上的 3 14 名男性工人 (平均年 龄 3 6
.

0 士

1 0
.

1岁
,

身 高 1 6 8
.

8 士 5
.

7 cm
,

体 重 6 4
.

3 士

7
.

7k g) 为研究对象
。

以某厂无尘毒接触史的

22 5名男性工人 (平均年龄 37
.

5 士 1 3
.

5岁
,

身高

1 69
.

9 士 6
.

I mC
,

体重 6 3
.

1 士 8
.

g kg )为对照组
。

接尘组吸烟工人的吸烟年限为 14
.

4 士 8
.

9

年
,

对照组为 14
.

0 士 1 0
.

1年
。

1
.

2 肺功能测定 采用日本O l e st 公司 S T M
一

81 型肺功能仪对接尘工人于班前进行肺功能测

定
。

每人每次至少三条曲线
,

取其最佳图形作

努力肺活 量 ( F V C )
、

第一 秒 时 间 肺 活 量

( F E V
:

. 。
)

、

最大呼气流速容量曲线 V
, , 、

V
: 。 、

V
: ;

的计算与统计分析
。

对照组测定方法 同上
,

所

有测定结果均校正为 37 ℃水蒸气饱和的肺内气

量
。

正常预计值公式全部采用本室所做预计值

公式
` 4 〕。

肺功能异常判定标准
:

F v C
、

F E v
:

. 。
< 预计值的5 0% , V

, , 、

V
, 。 、

V
Z,

< 预计值的 70 %者定为异常
〔 ` , 。

1
.

3 累计接尘量的计算 1 9 87年对该粮库各主

要工序进行了定点定时粉尘浓度和游离 S三0
:

含

量测定
,

并计算出各主要工序的时间加权平均

粉尘浓度
〔 , 〕。

累计接尘量计算为
:

累计接尘量 (m .g yr ) 二 么 C IiT

式中iC 表示某工人从事某工序的平均粉尘

浓度 ( 1 9 8 7年测定结果 )
,

T i为这一浓度下 的

工作年数
。

,
.

4 资料处理

全部资料输入微机
,

用 S A S软件包处理
。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比较采用 七检验 ; 影响

肺功能多因素分析采用逐步回归
;
不 同累计接

尘量的肺功能分析采用 F 检验
;
不同累计接尘

量与肺功能累计异常率的关系分析采用寿命表

法和直线回归分析
。

2 结果

2
.

1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 (实 /预 ) 比较

3 14 名接尘工人肺功能 测 定结果如表 1 所

示
,

V
, , 、

V
, 。
和V

: ;

三 项 指标较对照组 明显降

低
,

而 F V C
、

F EV
I . 。

则无明显变化
。

1
.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0 02 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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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 (实 /预 ) 比较

肺功能
接尘组 ( 3 1 4 )

X 士 S D

对照组 ( 22 5 )

X 士S D

F V C

F E V i o

V
: ,

V
s o

V Z ,

98
。

3 9土 14
.

0 4

97
.

7 6士 16
.

3 1

8 1
.

5 2 士 2 1
.

1沪 .

7 4
.

3 9 士 2 4
.

4 0二
6 6

.

8 4 士 2 4
.

15二

1 0 2
.

4 4 士 18
.

9 5

9 7
.

8 0 士 2 Q
.

3 4

97
.

8 6 士 19
.

9 0

9 6
.

1 1 士 2名
.

5 9

9 6
.

8 9 士 3 3
.

6 9

* .
P < 0

.

0 1

表 2

2
.

2 影响肺功能 下降的多因素分析

将肺功能各指标 F V C
、

F E V
, . 。 、

V
, , 、

V
, 。
和

矶
,

(实 /预 ) 作为因变量
,

累计接尘量 ( m .g

ly’ )
、

接尘工龄 (年 )
、

吸烟年限 (年 )
、

每天

吸烟支数作为 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

结果

各因素均未被迭入 F V C的方程 , 累计接尘量
、

吸烟支数 与 F E V
.I 。

呈负相关关系
,

累计接尘

量和吸烟年限与V
, , 、

从
。 、

V
: ,

呈负相关关系 (表

2 )
。

影响肺功能的多因素分析

肺功能

指 标

标准回 归系数
逐步回 归方程 F R

累 计接尘量 吸 烟因素

F V ( :

F E V 一 0 F E V i
.

o = 9 9
.

4于 0
.

0 0 2 2 累计接尘 量

V 污 V 巧 ” 8 9
.

3 -0 0
.

0 0 6 7累计 接尘量 一 0
.

2 2 8 6吸 烟支数

飞
T : o

V
, o = 8 2

.

0 9
一
0

.

0 0 3 3累计接 尘量 一 0
.

4 3 1 0吸烟 年限

、
’

2 ,
V ” 二 7 6

.

4 -9 0
.

。。 4 2累计 接尘 量 一 。
.

5 35 8吸烟年限

一 0
.

0 2 2 6 7

一 0
.

0 96 8 0

一 0
.

1 2 4 1 0

一 0
.

0 8 65

一 0
.

1 7 2 7

一 0
.

2 16 9

0
.

0 9 60

0
。
2 4 94

.

2 2 98

2 90 5

2
.

3 不同累计接尘量肺功能比较

由表 3 可见
,

随累计接尘量增加
,

肺功能指

标V
7 , 、

V
, 。 、

V
: 、

(实 /预 ) 呈下降趋势
,

而 F V C
、

F E v
, . 。

两指标下降不 明显
。

方差分析
,

不 同累

计接尘量各组 v
了 , 、

V
S。 、

矶
,

差别非常显著
。

累计

接尘量 > S OOm .g yr 组的从
。 、

从
。
和矶

,

明显低

裹 3

肺功能

指 标

例 数

F V C

F E V i
.

o

V
: ,

V , o

寸
2 ,

不 同累计接尘量肺功能 (实 /预 ) 比较 交士 S D

累计 接尘盘 ( m g
·

岁 ) 方差分析

< 2 5 0 2 5 0~ 5 0 0 > 5 0 0 P P

1 3 1

9 9
.

9 8 士 1 2
.

2 3

9 8
.

0 1士 1 2
.

2 3

8 6
.

1 5 士 18
.

4 盛△

7 8
.

6 3 士 1 9
.

4 C吞

7 1
.

5 1士 2 1
.

1乞八

1 1 0

9 7
.

9 2 土 1 5
.

1 2

10 0
.

0 1 士 16
.

9 8 也

8 0
.

35士 2 0
.

7 1

7 3
.

8 5士 25
.

42

6 7
.

1 1士 2 4
.

7 7 A

7 3

三6
.

2 4 土 15
.

1 9

9 3
.

9 1士 2 0
.

68

7 4
.

97 士 2 4
.

4 0

6 7
.

5 8 士 2 9
.

0 8

58
.

0 5 士 2 6
.

1 5

1
.

77

3
.

14

7
.

0 8

4
.

9 7

7
.

6 0

0
.

1 7 2 0

0
.

0 4 4 5 .

0
.

0 0 1 C* .

0
.

C O7 5 * 命

0
.

0 0公6 * .

. 方差分析 P < 。
.

05 *. P < 。
.

0 1 , △ l 检验与 > 5 00 比较 P < 。
.

05

于累计接尘量 < 2 5Om .g yr 组
。

累计接 尘 量

> 50 Om g
·

y r
的从

,

也较累计接尘量 2 50 ~ 500

m .g yr 组显著降低
。

2
.

4 不同累计接尘量与肺功能异常率

如表 3 所示
,

随累计接尘量的增加
,
F V C

、

F E V
, . 。

的下降不明显
;
而从

, 、

V
: 。 、

V
: ,

三 项指

标与累计接尘量呈明显的剂量
一
反应关 系

。

据

此以V
, , 、

V
: 。
和 V

Z ,

三项指标同时低于预计值的

阳% 为肺功能异常来分析不同累计接尘量与肺

功能异常率的关系
。

表 4 显示了不同累计接尘

量的接尘工人数和 V
7 , 、

V
, 。 、

从
,

同时异常的人

表 4 不 同累计接尘量工人肺功能

(实 /预 ) 异常率比较

累计接尘量 工人 数 肺 功能异常人 数 异常率 %

1 1
.

7 6

56引001633
口几亡0n.内U几口

ù .二ǹnQ白舀

0~

1 0 0~

2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0~

80 0 ~

2 6
.

9 2

4 5
.

0 0

6212弓19971151367120“272620

3 14 7 0 2 2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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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其异常率
。

通过寿命表方法求得了不同累计接尘量的

肺功能累计异常率 ( V
, , 、

V
, 。 、

V
: 、

同 时低于预

汁值的 70 % )
。

以累计接尘量各组段的上限值

为因变量
,

累计异常率的 L o

igt 值为 自变量作

直线回归方程
,

得出了累计接尘量与肺功能累

计异常率之间的关系为
:

Y 〔累计接尘 量 ( m .g y r ) 〕 二 8 0 5
.

6 3 +

1 8 3
.

7 5 L o g l t

( F = ,选5
.

1 4 ,

P = 0
.

0 0 0 1 ,
R = 0

.

9 70 9 )
。

亏
: ,

据此若以对照组三项肺功能 ( V
, : 、

V
, 。 、

同时低于预计值的70 % ) 异常率 6
.

22 % ( 1廷

/ 2 2 5 ) 进行推算
,

代入方程得
:

V 二 3 0 6
.

77 m g

·

yr
。

按工人工作 35 年
,

则谷物粉尘平均浓度为

3 0 6
.

7 7 / 5 5
= 8

.

7 6 ( m g /m
,

)
。

如果工人工作通0

年
,

则平均粉尘浓度为 7
.

扩 m g/
)卫 ’ 。

显
。

当然吸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D 0 p ic o( ” 认为对肺功能的影响
,

吸烟和谷物

粉尘之间的联合作用是相加的
。

C o tt o n “ 。 ’
研

究表 明
,

只有既吸烟又暴露于谷物粉尘者才表

现出小气道功能的损害
,
八V

: 。

减低和 么 N
Z

/ L

值升高
,

二者变化的差值超过 由相加模型所得

到的期望值
,

因而推测二者具有协同作用
。

运用寿命表方法可以研究粉尘与尘肺患病

之间的剂量
一反应关系

,

从而比较准确地推算出

粉尘允许浓度
。

本文结果显示
,

随累计接尘量

增加
,

V
7 , 、

V
: 。
和 V

: :

的累计异常率增加
,

同时

亦得出了累计接尘量与肺功能累计异常率之间

的直线回归方程
,

假如以对照组三项肺功能指

标 ( V
7 , 、

V
S 。 、

V
Z ,

) 异常率 e
.

2 2 % 作为标准计

算
,

工人粉尘作业年限 35 ~ 40 年
,

则建议生产

环境空气中谷物粉尘最高容许浓度 应 控 制在

8 ,n g /m
, 。

3 讨论

谷物粉尘因其成份夏杂
,

常常随环境
、

地

质
、

地域
、

自身种类等因素变化
,

因而其对机

体的生物学作用也不尽一致
。

文献报道凡是暴

露于谷物粉尘的器官均可摧受其害
,

如皮肤骚

痒
、

眼
、

鼻结膜炎症和卡他性炎症
、

外源 性过

敏性肺泡炎
、

哮喘
、

谷物热
〔 , ” 一 ` ,

等
。

长期吸

入谷物粉尘不仅可使呼 吸系统症状 发 生 率增

加
“ 一 ” ,

而且能造成慢性肺功能损害
。

从本研

究结果来看
,

谷物粉尘对肺功能的影响主要表

现为V
, , 、

V
S。 、

V
: ,

的降 低
,

J舌两者是反映小气

道功能的重要指标
。

这与B or d e 〔”
等报道的结

果不 同
。

本文对引起肺功能损害的因素进行了逐步

回归分析
,

结果表明F E v
, . 。 、

V
, , 、

从
。 、

V
: ,

与累计

接尘量呈负相关
。

研究进一步分析则示随累计

接尘量增加
,

接尘工人 V
7 : 、

V
S。 、

V
: ,

三项肺功

能指标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呈 现 显 著 下

降趋势 ; 而 F V C
、

F E V
, . 。
的这种变化 则 不 甚

叩显
,

说 明谷物粉尘接触量与肺功能幸
, , 、

亏
: 。 、

V
、 ,

的损害程度呈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由于累计接

尘量增加
,

肺和小气道 内沉积的粉尘 量 亦 增

加
,

导致肺和小气道病变加重
,

肺功能改变明

4 小结

本文对 3 14 名接触谷物粉尘灼男性工人和

22 5 名 男性对照工人进行了肺功能检测
,

并对

累计接尘量与肺功能损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 明
,

长期吸入谷物粉尘可对接尘工人小

气道功能造成损伤
。

随累计接尘量增加
,

肺功

能 V
7 、 、

V
: 。 、

V
Z ,

三项指标明显 下降
,

呈剂量
-

反应关系
。

据此剂量
一反应关系提出了生 产 环

境空气中谷物粉尘的容许浓度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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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急性铅中毒误诊为急性黄疽型肝炎 1 例报告

锦州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1 21 0 0 0) 韩淑英 吴 秀苹

霍某
,

男
,

3 0岁
,

干部
。

患者 自诉 1 9 8 3年患癫痛

病服用民间验方丸药
,

每 日 1 次
,

每次 1 丸 (内含硫

酸铅 3钱 )
。

10 天后感到食欲不振
,

恶 心
、

呕吐
,

并出

现黄疽
,

停药后到某医院检查
。

化验谷丙转氨酶为67

u ,

诊断为
“
急性黄疽型肝炎

” 。

住院治疗一个 月 好

转出院
。

1 9 8 4一 1 9 8 5年又因癫痛病发作服用上述 民间

验方
,

20 天后出现 恶心
、

呕 吐
,

上腹部不适
,

腹胀
,

腹痛
,

呈现不规则隐痛
,

停药后又去某医 院
,

仍 按
“

肝炎
”

治疗
。

1 9 8 6年 7 月 1 日癫痛病又发作
,

再服

原验方丸药
,

2 3天后又出现上述症状
。

7 月28 日呕吐

频繁
,

腹痛加重
,

呈阵发性剧痛
。

次 日又以
“

急性黄

疽型肝炎
”

收入某医院
,

多次应用止痛
、

止吐药物无

效
,

腹痛呈绞痛
,

经会诊除外急腹症
。

于 8 月 4 日急

诊转入我院
。

检查
:

表情痛苦
,

面部呈土黄色
,

巩膜

轻度黄染
,

口唇发白
,

齿眼无铅线
,

心肺正常
,

腹部

压痛以脐部为重
,

无肌紧 张及反跳痛
,

肝脾不大
。

实

验室检查
:
肝功

,

谷丙转氨酶 60 u , 血色素 9 09 / L
,

点

彩红细胞 0
.

0 0 2 4
,

碱粒红 细胞。 .

0 2 1
,

网 织 红细胞

。 .

0 0 2如 用双硫腺法测定
,

尿铅为 3
.

38 1“ m ol / L
, 尿中

粪叶琳 (册 ) ; 黄疽指数 12 u ;
诊断为

“

亚 急性中度铅中

毒
,

中毒性肝病
” 。

用依地酸 二钠钙 1
.

0克加在50 %葡

萄糖 3 00 毫升静脉点滴治疗
,

每 日
’

1次
,

连用 3 天为

一疗程
。

第一 疗程 后腹痛缓解
,

第二疗程后腹痛症状

消失
,

血色素 升到 1 00 9 / L
,

此时尿铅仍高
,

尿中粪

外琳 (朴 )
,

连续驱铅 7 个疗程
。

血色素达 1 20 9 / L,

尿铅 0
.

35 8 3 1“ m
o l/ L

,

尿中粪叶琳 ( 一 )
,

点彩红细

胞0
,

碱粒红细胞 0
.

0 0 3
,

网织红细胞0
.

0 13
,

肝功谷丙

转氨酶
、

黄疽指数等化验均正常
,

痊愈出院
。

讨论 铅对肝脏的损害程度与接铅量
、

接触时间

以及中毒的途径等因素有关
。

职业性铅中毒病例中引

起肝损害的少见
,

而经 口中毒者肝脏损害颇为多见
。

中毒后 即出现消化系统症状
,

发生腹部绞痛
,

恶心
、

呕吐并出现贫血
,

肝肿大黄疽
,

肝功能异常
。

本例是

由于治疗癫痛 口服民间验方内含有硫酸铅引起中毒性

肝病及铅纹痛等
。

被误诊为
“

急性黄疽型肝炎
” 。

临

床医师在诊治时应注意询问职业史及服药史
,

以免失

去对疾病的正确诊断
。

征 文 通 知

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临床专业委员会决定
,
1 9 9 4年月 11 中

、

下旬于山东青岛齐鲁石化疗养院召开第八次全

国职业病学术大会
。

征稿内容为慢性职业巾毒
。

包括流行病学研究
,

临未病例总结
,

慢性职业中毒研究方法探讨
,

诊断指标研究
,

慢性职业中毒的鉴别诊断以及健康监护等方面的论文
、

经验总结
。

每篇论文限 3 0 0。~ 40 00 字
,

同

时附 8 00 字以内论文摘要 , 来稿一式两份
,

并请注明单位名称
、

地址及邮政编码 , 截稿 日期 1 9 94年 6 月 30 日 (以

邮戳为准 ) , 投稿寄至山东青岛齐鲁石化公司 疗养院 (青岛市高雄路 7号
,

邮政编码 2 6 6 0 7 1 ) ,

王若伟同志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