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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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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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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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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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对 照组
,

尾折叠畸 形 多 见
,

分 占 4 7
.

7 3 %
、

“
.

01 %
。

提示精母细胞分化变态过程受损
,

而 机 体

的代偿修复能力对较轻的畸变在短期内可使之修复
。

2 橄波辐照对染色休的形晌

微波辐照后能抑制小白鼠生殖细胞的分裂
,

进而

引起染色体断裂及畸形 〔 1` ] 。 微波照射大鼠肇丸 使 其

升温并维持在 42 士 0
.

so C
,

可诱发生精细胞染色体崎

变
,

表现为无着丝点片断
、

双着粒体
、

着丝粒 环
、

单

体断裂
〔 二 , , 。

有报道 〔 且 . , 染色体的畸变似与受照组织

温度的增高有一定的关系
。

皋丸温度低于 38 oC
,

不会

引起生殖细胞染色体畸变
。

在 38 ~ 39
“

c
,

尤其 4 0
O

c左

右时
,

可诱发染色体畸变
。

染色体畸变有随剂量增加

而升高的趋势
,

表现为剂 t 反应关系
,

且染色体数目

畸变高于结构崎变 〔 t, 】。

长期工作与生活在较大强度微波环境中的作业人

员可 以出现遗传物质的变化
。

有人报道 35 例作业人员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崎变显著升高 〔” 」 。

S C E检查

组与对照组差异非常 显著 〔 2 幻
。

北京肿瘤研究所在室

温下 用 1
、

1 0
、

2。、
3 o m w

·

c m
一 , 微波照射人外周 血 淋

巴细胞 20 分钟
,

结果照射后 细胞 S C E频率分别为 7
。

7

士 0
.

4
、

6
.

8 士 0
.

3 9
、

8
.

1 士 0
.

3 5
、

6
.

9 士 0
.

3 7
,

普遍高

于对照组
,

但未观察到有规律 的改变
。

有人报道 〔 ” ] 高

强度微波可 引起微核细胞检出率升高 ( P < 0
.

0 1)
。

据对

接触低强度微波 (5 1一 3 0 0 “ W
·

c m
一 , )调试人员外周血

淋 巴细胞微核的测定
,

超过正常值上限的阳性率虽高

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 〔 2 2 , 。

动物实验也表明 〔 “ 〕 ,

微波功率密度为 10 m w
· c m

一 , 尚不足 以引起微核检出

率升高
,

从 监测微波剂量对机体损伤角度探讨
,

微核

试验不适作为卫生标 准衡量的敏感指标
。

3 徽波辐照对激紊
、

醉以及核酸的影响

有人 【” 1用国产 配对试剂和放射免疫法对 53 名志

愿者进行血清辜酮 (T )和黄沐生成素 ( L } 1 ) 的测定
,

结果表明T 明显下降
,

L H 显著上升 ; 照射期越长
,

T
一

「降越明显
,

而 1正1 更趋上升
。

提示微波可损害攀

丸间质细胞合成T 的功能
,

L H 不断上升说明间质细

胞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

也有相反的报道 〔“ , ,

通过

对血清T 的测定后指出
,

等丸间质细胞对微波辐射的

耐受性是较高的
。

用犬做试验也获得同样的结果 f Z s 〕 。

第三 军医大学
` : ` ’ 的调查也表明

,

雷达操 纵 员 血 清

17
一
羚皮质醇 ( 1 7一O H C S ) 和皋酮含量异常率较对照组

明显增多
。

精掖中的果糖主要依靠雄傲素刺激精囊腺

分泌
,

可间接反映辜丸内分泌水平
。

有报道
〔 ” , ,

微波

加温前
,

人精液果搪平均值为 253 m g /耐
,

加温半年后

为 2况 n砚 J/ 沮
,

P < 0
.

0 5
。

有人报道 〔’ “ 、

微波辐射皋丸

对人外周血淋 巴细胞D N A无明显的损害
。

也 有人 r’ 自

报道通过 长期反复照射翠丸
,

对其后代 无 明显的D N A

损伤和致畸效应
。

宁竹 之 {” J 的研究则表明
,

精原细

胞 D N A含量
,

s m w
·

e
m

一 t 长期 ( 1 0 0天 )辐 照可使其明

显增加
,

各剂量组 D N A 含量呈暴露刘量
一
效 应关系

。

据此认为当长期受致热效应微波辐射
,

在无防护条件

下
,

可使雄性生殖系统主要生殖细胞石分子水平上有

D N A改变
。

方一 心 〔 3 1) 用微波照射大 白鼠
,

分别在

24 h
、

1 周
、

2 周
、

10 周 处死动物
,

取肇丸进行组化实

验
,

观察到间质细胞
、

支持细胞虽无形态上差异
,

但

R N A与蛋 白质有水平上 的差异
,

间质 细胞在 2通h
、

1

周
、

2 周酶活性 比正常组弱
,

10 周时恢复正常
,

支持

细胞在 1周
、

2 周时R N A减少
,

10 周时无 明显变化
.

用电镜细胞化学的方法
,

观察到微被照射后 1b2

碱性磷酸酶反应物减少
,

7 一 15 天明显减少
,

30 天恢复

并接近正常
〔 , l 。

也有人
` , 2 3认为微波照射后的小鼠肇

丸间质细胞中的唬拍酸脱氢酶
、

乳酸脱氢酶未发现明

显 差异
。

用 2理5 0 M H忿 微波照射后的人阴囊
,

使其皮

温增 至 3 9
.

5一 4 o0 C
,

维持 3 0分钟
,

结果观察到照射 3 5~

40 天
,

精液中乳酸脱氢酶同功酶 ( 1』D H ee
X ) 下降明

显
,

72 天后其活性恢复正常 〔” J 。

在精子发生
、

胚胎

与器官形成及新生儿发育期接受 l m w
·

c m
一 , 连续波

急性照射
,

幼鼠下丘脑玻拍酸脱氢酶 (S D H ) 相对含

量下降最明显
。

提示精子生成期是导致某些酶含 t 或

活性改变的关键时期之一 〔 34
’ 。

4 徽波对生殖功能及发育的影晌

国内在微波对生 殖的影 响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

刘

文魁
〔
.1

,
认为

,
2凌5 0M I几 连续波对大 白鼠有致畸作

用
。

> 钧m w
· c m

一 2的微波照射对胎鼠的生长发育水

平有明显的影 响
,

表现胎重显著降低
,

身长尾长明显

缩短
,

导致胎鼠的外观
、

神经系统
、

骨骼发生畸形
,

甚至使胚胎死亡以至吸收
。

广州职 防 院
〔” ’

和 郑 清

兰 〔 3 .1 都报道
,

在孕期辐照母 鼠
,

吸收胎和死胎增多
,

20 一 2 5 m w
·

nCI
一 ,胚胎吸 收 率 达 21

.

97 %
,

死 胎 率

14
.

2 8%
,

累及 窝率达 s l
.

l a %
, 8~ 1 0m w

·

娜
一 , 也见

及 吸收胎和死胎
,

但程度较轻
,

l m W
.

O l l 一 ,未见发育

障碍
。

进行妊娠大白鼠致畸敏感期的测定表明
,

微波辐

射对妊娠大白鼠胚胎和胎儿产生明显的致畸作用
,

以

妊娠 8
、

9
、

1勺天 的动物更敏感
,

对妊娠大白鼠胎儿产生

明显 的外部
、

内部和骨骼畸形则 以妊娠第 9
、

10 天 的动

物敏感
,

骨骼畸形以第 10 天特敏感
,

达 60 %
`” ’ 。

有

人
` 3 . ’

用微波照射雄性小 鼠
,

诱发 的显性致死突变高

于对照组
,

以精母细胞的诱变率最高
,

达 6 3
.

7%
。

有

实验 〔 3 ” 表明
,

微波照射雄性大鼠后
,

在不同时期与



雌性交配
,

其死胎率增多出现于第 5 周交配组
,

与多

家报道 (立 3 ’ t 4 ,
在微波照后第 5 周精子崎形率最高相

一 致
。

微波辐射具有明显的抑制生精作用
。

这与皋丸

组织存在热平衡代偿调 节不足和热蓄积现象
〔 3 ’ 〕与导

致热损伤有关
。

四川大学等 〔 ` “ 3 ’ 4 “ ,
用 2 4 5 o M H z 微

波辐照大鼠
、

小鼠
、

兔
、

狗的皋丸使其升温至 41 ~ 4 2o c,

维持 15一 2 0分钟
,

结果证明有明显的控制生精作用
。

有人 〔 40 〕用微波辐照犬辜丸
,

使辜 温 在 42 士 l oc 时

维持 2。分钟
,

发现精子密度由照射前的 146
.

6 x 1 0 ` 上

2 4
.

5 x l “ /m l降到 3 1
.

3 2 又 1。 ` 士 c
.

s 7 x z。 ` / m l
,

P <

0
.

0 1
,

精子活力也随 之下降至零
。

有人 “ 呈’
观察家兔精

子密度在辐射后 20 一 30 天下降到很低水平
,

并可 维持

2 一 3 个月
。

在这段时间内与成年健康雌兔作自然交

配
,

雌兔不能受孕
。

四个月左右精子密度回升
,

完全

恢复生育力
,

所生后代 (连续三代 ) 生长发育正常
,

未见畸形
。

微波辐射虽有明显的生精抑制作用
,

但停

止照射后又可逐渐恢复功能
。

利用此特性
,

微波辐射

作为无创性男性节育法曾被提出
。

成都市计划生育指

导所 〔“ ’
对 53 例志愿者进行阴囊照射

,

照后 40 余天
,

精子密度由 7 2 84万 / m l 降至 25/ m l
,

精子 活 动 率 由

60
.

6 %降为 8
.

3 %
,

其中精子密度零者14 例
,

节育收

效率为 98
.

1%
。

各地进行的观察均发现精子密度
、

活

动率
、

精子爬高能力明显降低
。

有人 〔 2 7 ’
分析发现每

隔 3 周加温 1 次
,
温度在 4 0~ 4 a2 C可持续维持精子效

在抗生育以下
,

若温度相同或稍低
,

加温间隔时期延长

为 4 一 6周 1 次
,

则难以维持避孕效果
。

邹羹宾 〔 ,1

的研究发现
,

微波加温并不使已形成的精子失去受精

力
。

他还认为
,

只有使皋温升高至41 一 4 o2 c才具有效

抑制作用
。

此温度可能是人
、

兔
、

鼠等哺乳动物辜丸

的临界温度
,

而“ 一 45 oc 以上则可引起兔阴囊和辜丸

烫伤
.

综上所述
,

受一定功率密度微波辐照的人或实验

动物的生殖器官系统可出现的生物效应是广 泛的
,

但

存在相似的研究却出现分歧的结论
,

因而有待深入的

研究探讨
。

对低强度微波长期反复辐射的生物效应
,

尤其对职业接触者的慢性影响
,

尚应进行深入剂量
一

效

应研究
,

以便为制订新的微波卫生标准 提 供 依 据
。

同时微波不同频谱范围的生殖学效应及其它因素与微

波的联合作用都是不容忽视 的重要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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