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 业医学杂志 1 9 9 5年第 s 卷第 1期

·

综 述
·

中国棉尘病研究近况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 10。。 50 )李德鸿

棉麻纺织过程中的职业有害因素对工人健康的危

害
,

早在 2 00 多年前 已经注意到
。

国内从50 年代纺织

工业发展初期
,

就有人注意到 了
“

纱厂热
”

(m迅

fe ve r) 等间题
。

80 年代以来
,

许多地方开展 了对棉麻

粉尘职业危害的调查研究
。

1 9 8 6 年我 国将 棉 尘 病

(B ys s in OS is ) 立为法定职业病
,

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

的进一步探入
。

目前在流行病学研究
、

肺功能改变研

究方面 已取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 在大量研究的基础

上
,

研制 了我国棉尘病诊 断标准和车间环境空气中棉

尘卫生标准
,

两个标准均 已通过了国家卫生标准委员

会的审核
。

近年来
,

通过国际合作
,

在病因学和发病

机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

1 流行病学研究

80 年代以后
,

国 内开展了对棉麻粉尘职业危害的

调查研究工作
,

多采用一次性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方

法
,

研究棉尘病患病率和呼吸系统损害的临床特点
。

由于 被调查的对象不 同
,

工厂加工的棉麻质量不同
,

加工过程不同
,

以 及对症状的判别和对棉尘病诊断采

用的标准不同
,

各地所报道的患病率差别较大
。

马宝

骏等 ( 1 9 89) 对某棉制 品厂 92 名工人的调查表明
,

车间

中总粉尘浓度为 3 3
.

丁一 4 5
.

6 rr 嗯 / m
3 ,

按W H O 1 9 5 2年

建议 的棉尘病分级标准
,

其患病率为 3 1
.

9%
。

李德鸿

等 ( 1 9 8 3) 对某絮棉加工厂 的调查表明
,

其总粉尘浓度

达 57 一 1 59 m g/ m , ,

根据 S 《 h Ul in g提出的症状分级标

准
,

棉尘病患病率为 2 2
.

2%
。

上海在 1 9 8 1年和 1 9 83年

间先后调查了 3 个棉纺织厂和 1 个絮棉厂
,

棉尘病分

级根据W H O 建议
,

结合班后急性肺通气功能下 降在

5 % 以上或 F EV I
. 。
实测值占预计值的 80 % 以下

,

絮

棉厂患病率为 13 %
,

棉纺厂患病率为 3
.

1一 8
.

8%
.

同

时测定 了不同车间空气中可 吸入尘浓度
,

发现其与棉

尘病患病率之间有相关关系 ( r = 。 .

64
,

P < 0
.

05 )
。

其

它一些对棉纺厂或絮棉厂棉尘病患病率研究的结果均

介于上述报道之间 (见下 表 )
。

雍稚英等 ( 1 9 9 0) 对某

亚麻原料厂和某亚麻纺 织厂进行调查
,

结果总粉尘浓

度分别为 1 6
.

7一 2 4 5
.

3m g / m ,和 4
.

7一 2 7
.

3 111 9 /m , ,

磅尘病患病率分 别为 24
.

3%和 2 3
.

9%
,

其结果似乎和

总粉尘浓度无关
。

这些 结果表明
,

加工 的棉花质量越

低
,

棉尘病的患病率就越高
。

有些调查 也发现棉纺工

一中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有明显增高的趋势
,

同时

呼吸道刺激症状的发生率也较高
。

棉尘病和慢性支气管炎患病情况

絮
作 者 工厂 粉 生浓 度

( m g / m , )

患病率 (% )

棉尘病 慢支

1 9吕i 薛汉麟 棉纺厂 6
.

0

1 98 3 李德鸿 萦棉广 5 7~ 15 9 2 2
.

2

棉纺厂 6
.

8 1
.

2

1 9 8 4 叶亭亭 棉纺厂 0
.

4~ 1
.

4 7压 3
.

1 1 8
.

7

1 9 8 5 叶亭亭 棉纺厂 0
.

4~ 1
.

9 9 A 8
.

9 1 0
.

7

1 9 8 7 施乃 怡 奴棉厂 1
.

6 2~ 2
.

4 7压 1 3
.

1 2 8
.

3

1 9 8 9 邓国义 拥坊厂 0
.

1 4一 5
.

5 9八 2
.

9 3

1 9 8 9 陈锦治 棉幼厂 5
.

3~ 1 3 2
,

6 1 9
.

1 17
.

4

1 9 89 马宝俊 棉纺厂 3 3
.

7 ~ 4 5
.

6 3 1
.

9

1 9 9 0 雍稚英 亚麻原料厂 1 6
.

7 ~ 1 4 8
.

3 2 4
.

3

雍 稚英 亚麻坊织厂 4
.

7 ~ 27
.

3 23
.

9

1 9 9 1 肖方威 棉毯厂 0
.

石~ 37 3 9
.

5

1 9 9 2 江朝强 棉纺厂 0
.

34 ~ 1
.

5 9八 0
.

7 ~ 1
.

7 (W )

0
.

4 1 ~ 1
.

5 1 1
.

0 ~ 1
.

6 (c ) 1 0
.

9

1 9 9 3 唐小翠 棉纺厂 0
.

5 ~ 4
.

5 1
.

8 9

A 为可 吸入粉 尘浓度
,

其它为总粉尘浓 度

W
:

根据、 V H O 推荐 诊断标准

C
:

根据中国 标准委员会通 过的 诊断标准

棉麻粉尘暴露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发病率的增

高
,

但是否 会引起呼吸道疾病死亡率 的增高
,

国内外

研究均不多
。

李德鸿等 ( 1 9 9 2) 采用回顾队列方法
,

对

1 64 9名亚麻工人和 2 9 1 5名棉纺工 人进行了 21 年追访
。

观察期间亚麻厂死亡 1 02 人
,

棉纺厂死亡 1 98 人
。

结果

表明
,

亚麻厂仅男性中慢性肺 心病的死亡人数明显高

于期望值
,

S M R为 4 2。 ,

在吸烟者中S入旧R 为 5 4 6
。

这

一结果提示亚麻工人中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而致肺

心病的可能性
。

在棉纺工人中
,

没有证据表明呼吸道

疾病的死亡率有增高
,

而男性脑血管病
、

高血压病及

急性心肌梗塞的死亡比都显著增高
,

S h卫氏分别为 2 0 2
、

86 7和 3 7 5
。

值得注意的是
,

棉纺工人中男性和女性慢

性肾炎的标化死亡 比都明显增高
,

分别为 39 2 ( P <

0
.

0 5 ) 和 3 6 7 ( P < 0
.

0 1 )
,

这是否与内毒素的肾脏毒性

有关是值得研究的
.

SC h ill in g和 G (幻 d m a n 等在 1 9 51

年就报道棉纺工人中慢性肾炎的死亡率增高
。

本文为 1 9 9 3年广州国际 棉尘病研讨会 大 会 交 流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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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肺功能的研究

国内开展 的棉尘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几乎无例

外的都把棉 尘工人 呼吸功能改变作为测量指标之一进

行了大量研究
。

这些研究表明
,

棉尘暴露可引起工人

急性呼吸功能的改变
,

即工作班后通气功能
,

仃降低
,

这种急性改变在应用支气管扩张剂或休息 后 可 以 恢

复
.

一般认为F E V 1 .

0’ 是测定肺通气功能急性改变较

为可靠和易行的指标
。

目前的问题是班后 F E V 卜 。
下

降多少作为棉尘病诊断标准的界线值比较合理
。

目前对呼吸功能损害研究的重点是棉尘暴露是否

引起永久性呼吸功能损害
。

从理论上讲
,

急性肺通气

功能下降是以呼吸道炎症 反应和支气管平滑肌痉 孪为

病理基础的
,

长期反复暴露所致的急性反应最终将导

致呼吸道的慢性损害
.

有人调 查了 4 个棉纺厂 3 年以

上工龄的接尘工人 1 3 2 3人
, 以不接触棉尘的管理人员

155 人为对照
,

F V C低于预计值的 80 % 或F EV
:
二 小

于预计值的 70 %定为肺功能异常
,

研究发现接尘工人

中肺功能异常率为 5 %
,

对照组仅 0
.

7%
,

且肺功能损

害的异常率和工龄有相关关系 (r = 0
.

9 4 5)
,

工龄 15 年

以上工人中肺功能异常率为 1 4
.

28 %
,

20 年 以上者为

16
.

5 9%
。

对某棉纺厂 85 1名接尘工人进行调查
,

19 0人有典

型
`
星期一症状

” ,

其中18
.

4 %的工人有慢性肺功能

损害 ( F E V I 二 小于预计值 80 % )
,

对照组 1 35 人中只

有 2 人 (1
.

7% )
。

对48 8名接触黄麻工人进行肺 功 能

测定
,

以 32 2名无接触者为对照
,

以 F EV I 二 实测值

小于预计值 80 %
、

v , . 小于 70 %为异常
,

结果发现接

触黄麻工人中出现肺功能异常的比例和累 积 接 尘量

(m g
·

y ) 呈剂量反应关系
.

对接尘和吸烟 的联合作用

进行了双 因素方差分析
,

发现棉尘暴露对各项肺功能

指标均有影响
,

但吸烟影响不 明显
。

对 1 73 名退休 l 一 10 年的棉纺工人和不接触粉尘和

毒物的 37 3 名退休年限相仿的工人的肺功能进行了测

定
,

计算各项肺功能指标实测值 占预计值的百分 比 ,

发现女棉纺工和对照组 比较各项肺功能指标 均 无 差

别
。

在男性中
,

不吸烟的退休棉纺工和对照工
,

其各项

指标实测值均占预计值的 90 % 以上
。

但吸烟的棉工和

又寸照工V
: ,

、

V , .
、

V Z ,
和 F E F : 、 _ , 5 4 项 参 数 实

测值均小于预计值的 80 %
,

且吸烟棉工后 3 项指标在

6 4 ~ 67 % 之间
。

两 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吸烟对退休工人

各项肺功能指标均有影响
,

而棉尘影响则不明显
。

3 病因及发病机理研究

对棉尘病病因学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

目前可

以认为有两种音 见
。

一种认为是棉花植物本身含有生

物活性物质
,

它很可能存在于 花托 (b ar d ) 之中 , 另

一种意见认为革兰氏阴性细菌内毒素的污染是棉尘病

的主要病因
。

R ly an de r 把棉尘提取液加温到80
O
c 持

续 2 小时
,

所有细菌都杀死后提取液的生物学活性仍

然存在
,

说明这种生 物学作用是内毒素所致
。

发病机

理的研究认为
,

致病的生物活性物质可 导致组织胺释

放
,

继而引起支气管平滑肌 的痉挛
,
也有人认为是通

过细胞介导 的免疫反 应而引起一系列生物活性物质的

释放
,

继而致支气管平 滑肌的痉挛
。

国内对病因及发病机理的研究不多
。

叶草萃等 以

上海 2 个棉纺厂 4 4 3名棉纺工人为研究对象
,

研究 了

可吸入尘浓度
、

内毒素和棉 尘病症状 以及肺功能改变

的关系
。

两个棉纺厂环境中内毒素水平范围在0
.

0此一

。 .

92 拼g/ IT , 之间
,

可吸入尘浓度在 0
.

15 一 2
.

s rr lg /m .

之间
。

结果发现环境中 内毒 素 水 平 和 F E v l . 。 、

刁 F E V I 二% 以及棉尘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呈

相关趋势
。

但在最高内毒素暴露组则呈现 相 反 的 趋

势
.

作者认为最高暴派组代表 了 选 择 生 存 的 人 群

s( 脚
iv a l OP P ul at fo n) 可吸入尘浓度和棉尘病症状

及所有肺功能指标之间没有任何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为了研究棉尘暴露的急性呼吸道反应和慢性呼吸

道反应之间的关系
,

李德鸿等选择 了 1 63 名新招入 厂
、

以往没有任何棉尘接触史的工人
,

建立前瞻性研究队

列
,

研究呼吸道症状
、

气道敏感性
、

肺功能
、

个体特

异体质
、

吸烟等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

该厂可吸入尘

浓度在 0
.

2~ 2
.

o i m g /几
3
之间

,

内毒素水平在 0
.

0 0 4~

1
.

7 30 0“ g /m
, 之间

。

根据棉尘提取液前臂皮内注射试

验结果
,

将工 人分为 阳性反应 (特异质 ) 和阴性反应

(非特异质 ) 两组
。

于入厂前及入 厂后 10 周和 1 年后

分别进行症状询问
,

肺功能测定和 乙酞甲胆碱吸入支

气管激发试验
。

研究发现入厂 10 周后呼吸道对 乙酞甲

胆碱的敏感性较入厂前均有增加
,

其中以吸烟工人较

为明显
,

入厂前激发试验 F EV
:
二 下降4

.

2 %
,

入厂

10 周后下降为 6
.

5 %
。

另外
,

特异质工人组入 厂 10 周

后激发试验F EV I
. 。 l̀ 降 5

.

2 %
,

1 年后 继 续 下降

达 了
.

5%
。

初步结果表明
,

早期棉尘暴露即可 引起呼

吸道敏感性增加
,

吸烟工人更为敏感
。

同时
,

特异沐

质可能是棉尘暴露引起 呼吸道敏感性增加的一个重要

因素
。

上海医大收集 J’ 因手术行肺叶或一侧全肺切除的

棉纺工 人肺标本 8 例
,

以 1 5例行相似手术的非棉纺工

人肺标本为对照
。

发现病理组织学改变主要为轻度慢

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非特异性改变
,

肺内未发现肉

芽肿形成和 尘侣纤维灶
,



4 梅尘病诊断标准及车间空气林尘卫生标准的 研 制

在大量流行病调查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

研

制了我国棉尘病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

已经国家卫生

标准技术委员会审核通过
。

4
.

1 诊断原则 根据有长期接触棉
、

麻等植物 性 粉

尘的职业史
,

具有特征性呼吸系统症状和急性或慢性

肺通气功能损害
,

结合现场劳动卫生情况调查
,

排除吸

烟等其它原因引起的阻塞性呼吸系统疾病
,

方可诊断
。

4
.

2 诊断和分级标准

4
.

2
.

1 观察对象 偶尔有胸部紧束感和 /或胸闷
、

气

短等特征性呼吸系统症状
,

F E V ,
. 。
班后较班前下降

5 一 1 0% 者
。

4
.

2
.

2 棉尘病 I 级 具有下列两 项者可诊 断为棉尘

病 I 级
。

a .

经常出现工 休后工作第一天或工作周内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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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发生胸部紧束感和 /或胸闷
、

气短等特征性呼 吸 系

统症状
。

b
.

F E V
i

. 。
班后与班前 比较下 降 10 % 以上

。

4
.

2
.

3 棉尘病 I 级 在反复发作棉尘病 I 级的 基 础
_

L
,

出现呼吸系统症状持续加重并伴有慢性通 气 功能

损害
,

F E V :
. 。
或 F V C小于预计值韵 8 0%

。

该诊断标准的特点是
,

考虑到我国职业病诊断和

劳动保护福利待遇密切相关
,

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疾病

诊断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

因此
,

标准将特征性呼吸系

统症状 和肺 通气 功能的改变放在 同等重要的位置
,

二

者是缺一不可 的
。

车间空气棉尘卫生标准仍考虑到 我国在测尘仪器

和分析方 面的实际情况
,

建议采用总粉尘浓度 3 1 119 /

m 3作为最大容许浓度
。

(参考文献 略 )

我国微波生殖学效应研究概况

卢晓翠
’

综述

微波技术目前广泛 应用于工 业
、

农业
、

通讯
、

医

疗及 日常生 活各个领域
J

尤其雷达导
·

航
、

彩色 电视
、

多

路通讯等系统日益增 高的辐射电平充斥于 整 个 环 境

中
,

微波污染与 日俱增
,

对健康构成了潜在威胁
.

联

合 国人类安全环境会议将微波列入 必须 控 制 的
“

公

害
”

之 一 〔 1J
。

各国学者对微波的生物学效应进行了多

层次广泛研究
。

我国 自7 0年代中期由四机部牵头组成
“

微波调研组
”
以来

,

对微波的研究逐步深入
,

近年更

对免疫学效应
、

热效 应
、

神经递质学效应和行为学进

行了系统研究
仁2 ’ 3 】 。

现仅就微波对生殖的影响综述如

下
。

1 微波对生殖器官组织学影晌

翠丸对热极其敏感
,

温 童升高数度就可引起组织

学损伤
。

用微波照射兔阴囊
,

使其皮温 升 高 至 41 一

4 o2 c
,

维持 2。分钟
,

生精上皮
、

附攀上皮
、

曲细精管周

组 织上皮
、

曲细精管上皮均呈现有超微结构改变
。

照

射后 30 分钟至 1 小时的曲细精管上皮见初 级 精 母 细

胞
、

早期和晚期精子细胞 (J 明显的形态学改变
。

表现

为滑面内质网与核膜间隙扩张
,

线粒体肿胀
,

核膜局

部破坏
,

最终细胞溶解
。

精子细胞的改变主要存在于

顶体系统
、

核尾部的线粒体鞘和纤维
.

匕 通常不再辐

射 后经 3 一 4 个月可恢复正常
( ` 一 ` 〕 。

有人
` , 〕 认 为越

是 幼稚的生殖细胞对微波越敏感
,

初级精 母 细 胞 为

首
,

其次为次级精母细胞
、

精细胞
、

精原细胞
、

支待

宁竹之
,

审校

细胞和间质 细胞
。

有报道
〔 . 」 ,

微波辐照大鼠翠丸可阻

止其初级精母细胞 的减数分裂和破坏精子细胞的发育

变态
。

其中粗线期初级精母细胞受微波损伤最严重
,

早期精子细胞也较敏感
。

另
·

报进
,

·

则认为
,

照射后

组织升 温至 3 o8 C 即可引起皋丸生精过程 的破坏
,

并认

为成熟精子具 有抗性
。

有人 〔立。 〕进行肇丸组织切片
,

观

察到各级生精细胞受微波照射后都有不同 程 度 的影

响
,

精子细胞最先损伤和解体
。

成熟精子和精原细胞

受影响较小
,

间质 细胞和支持细胞则不受影响
。

陶松

贞
〔` 1 ’ 2 ,

等人的研究 表明 10
、

20 m w
·

Cm
一 2
微波可引

起 细胞质空泡化
,

精母细胞滑面内质 网扩大
,

环板层

增 多
,

核膜外凸
,

围核腔扩大
,

环板 层增多并出现 环

状核仁
,

精原细胞坏死
,

线粒体异常以及核仁外移
。

微波也 可以影响生精细胞的分化变态过程
。

无论是整

体还是攀 丸局部接受辐射
工 3

’

“ 」 ,

都可导致小 鼠精子

畸形率显著增高
。

畸形率在辐刘后第 5 周达最高峰
,

, 周左右队复正常
。

畸形类型有尾折 叠
、

胖 头
、

香

蕉
、

无 钩
、

下定
、

双头
、

双尾七种
。

有人 认为以胖头畸

形为坛多
.

井 派示初级精母细胞对微波最敏感
〔 工` 〕 。

本文作纤
` 5
采 }巾

、

5
、

10 m w
·

c m
一 2
微波辐照

,

观察

到畸形率呈现剂 量
一
效应关系

。

5
、

10 m w
·

Cm
一名 组 显

i
。

第一军 医大学军队 卫 生学教研室 ( 5 1Q5 1 5)

,
.

第兰军 民大学劳动卫生学教研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