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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查报告
·

上海棉尘病研究回顾
’

上海医科大学 ( 2。。。3幻 陆培廉 叶筝事 施乃恰 江 莉

美国哈佛大学 大 卫
·

克利斯铁尼

上海自6 0年代薛汉麟进行棉尘肺研究 ( 中华医学

杂志 , 1 96 4 , 5 0
: 3 89 ) 后

,

直到 1 9 8 1年美国克利斯铁

尼 医生来我校作访问学者
,

才共同开始了此项工作的

深入研究
。

1 9 8 6和 1 9 9 2年各进行了随访
,

结果由克利

斯铁尼医生总结发表
。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作了一 些工

作
。

概括共有下列几方面内容
: ( 1 ) 棉尘病现况调

查和随访 , ( 2 ) 棉尘远期影响研究 , ( 3 ) 棉尘采

样方法研究 (另文报道 ) , ( 4 ) 棉纺车间内毒素测

定 , ( 5 ) 由我校总负责
,

与北京劳研所
、

山东劳研

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联合制订车间空气中

棉尘最高容许浓度
,

并提出车间空气中棉尘总尘最高

容许浓度为 3nI g /m
3 ,

已被卫生部劳动卫生标准委员

会采纳
。

1 栩尘病现况润奋及随访

1
.

1 1 9 8 1年对上海国棉一 、

二 厂进行现况调查
。

在此

基础 上又对生 产条件较差的国棉五厂和上海絮棉厂进

行 了同类调查
。

当时棉尘病主要按典型星期一 症状诊

断的
,

除外不典型症状 (即不在星期一发生的胸闷和

/或气急 )
。

比较几个厂整个调查人群棉尘病患病率和

粉尘 (可吸入尘 ) 浓度最高的梳棉车间工人棉尘病患

病率时
,

可见棉尘病患病率与粉尘浓度 有 关 (见表

1 )
。

衰 1 各厂调查人群和梳棉工人棉尘病患病率

总调查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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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棉纺工呼吸道一 般症状和慢性支 气 管 炎 (简 称

慢支 ) 患病率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
,

尤其在 男 吸 烟 者

中
,

慢支患病率 ( 3 0
.

1% ) 显著高于 吸 烟 对照工

(1 0
.

3%
,

P < 0
.

01 )
。

在随访中
,

很多 工人调离原工

作岗位
,

呼吸道症状明显减少
。

在对退休 棉 工 调 查

中
,

胸闷
、

气急症状 比退休前减少
,

但咳嗽
、

咳痰无

改善
,

这与吸烟有一定关系
。

1
.

3 肺功能测定 以 F E V I 作比较
,

与班前 比
,

棉工班

后 F E V I下降 > 5 %者
,

与对照组 比有差别 (表 2)
,

这不能单纯用吸烟 来 解释
。

50 名班后 F E V I 一

卜降

> 20 o
iln 者

,

在另 一 次 测定时
,

用异丙肾上腺素喷

雾
,

看到 41 人 F E V : 上升平均 167 时
,

表明有支气针

痉挛现象
。

从F E V I 慢性改变看
,

以工前 F E V :
占预计值

< 80 %计
,

在棉工 中占6
.

5~ 7
.

8 %
。

因此
,

棉尘可引起星期
一

症状
,

慢支
.

肺 功 能

急
、

慢性改变
,

虽在吸烟者中更明 显
,

仍不能忽视棉

尘作用
。

衰 2

组 别

两组急性肺功能下降比较

.

刁 P耳v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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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括号 内为百分比

大 2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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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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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尘选期影晌研究

1 9 8 6年
,

国际职业卫生协会 ( IC O H ) 的有机尘委

员会发表了曼彻斯特基准
,

它认为棉尘引起 下 列 反

应
: ( 1 ) 纺织热 , ( 2 ) 肺功能改变 , ( 3 ) 气道

超敏感性 , ( 4 ) 胸闷
, ( 5 ) 支气管炎

。

为了弄清

是否存在远期影响或尘肺
,

我们进行了下列工作
。

2
。

1 吸呼道症状分析 退休棉工和对照工 比较
,

见到

本文为 1 9 , 3年广州国际棉 尘病研讨会大会交 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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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工退休前吸呼道症状 比对照工 多
,

退 休后胸闷和气

急减少 (x 2 二 9
.

9 0 7
,

P < 0
.

01 )
,

而咳嗽咳痰无改善

( x
Z 二 1

.

8艺。 ,

P ) 0
.

05 )
,

而对照工均无改善 ( : 2
分

别为 2
.

577 和 0
.

0 4 7
,

P 均少 0
.

0 5 )
。

2
.

2 退休棉工肺功能测定 按 8 项肺功能参数预计值

多元逐步 回归方程式
,

计算实测值 /预计值 ( O / P )

之 比
,

结果表明男不吸烟工
,

两组 参数O / P均户 90 %
;

而吸烟者中
,

V , , 、

V , o 、

V Z s和 M M E F均低于 8 0%
,

吸烟男棉工中
,

这些值更接近 65 % (见表 3 )
。

两因

素方差分析示除 F V C外
,

吸烟对所有参数均有明显

姑响
,

而棉尘无
,

两者无交互影响
,

但有相加作用 (见

表 4 )
。

女工无 此差别
。

衰 3 男棉工 和对照工 s 项肺功能参数 ( O / P ) (孙I 土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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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男棉工和男对照工两 因索方差分析

肺 功能 参数 .
F 值

接 尘 吸 烟 交互影响

裹 5 棉尘接触和吸烟对X线异常的相加作用

棉尘接触 吸烟史 X 线异常率 (% ) 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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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肺X线表现分析 与 北京劳研所
、

111东劳研所
、

广西壮族自治 区卫生防疫站合作
,

选择 1 ,10 名前 纺退

休棉工和 14 0名对照工配对进行 X线摄片
,

工 龄均 在

2。年以上
。

根据 I L O 国 际尘肺分类法读片
,

按肺间质

改变 的密集度将X 线表现分为 正常 ( 0 / 。
、 。八 ) 和异

常 ( 1 / 0
、
1 / 1

、
1 / 2等 )

。

此对男工中
,
4 8对吸烟

,

72 对女工无人吸烟
。

棉工

和 对照工 X线表现异常率无差别
。

如将两组合并
,

则

见 吸烟和不 吸烟组 X线表现异常率差别明显
,

说明吸

烟对肺部影响更大
,

两者有相加作用 (见表 5 )

将上海50 对部工和 对照工 X线表现进行 L o g ist i c

回归分析
,

说明吸烟影响X 线表现异常的发生率
,

而

性别
、

年龄
、

接触棉尘工龄依次在运算过程中剔除
。

2
.

4 组织病理学所见 8 名患肺癌的棉工肺止常组织

成份
一

与16 名同医院 l司时期同病种非棉工肺组 织 (根据

;
’

:

;;
’

;
6

.

3

9
.

2

肉眼观察 ) 比较
,

大体和显 微镜检查未见肉芽组织形

成
,

肺实质中无
“

棉尘小体
”

样粉尘性纤维改变
。

luj

组无差别
。

因此认为
,

棉工退休后 症状好转
,
肺功 能和 X 线

异常表现与吸烟关系更大
.
吸烟和棉尘接触有相加作

用
,

棉尘接触不应认为是尘肺的病因之一
。

3 棉纺车间内毒素浏定

我们 对棉纺厂粉尘内毒索进行 了测定
。

见到可吸

入尘浓度与内毒素含量 之间存在一定关 系
。

在两个厂

中
,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
.

6 6和 0
.

7。 ( P < 0
.

0 0 0 1 )
。

如

按 WH O 建议的可吸入尘容许接触值 ( P E L ) 0
.

2 1们 g

/m
3 计算

,

相当于 5 6 n g / m
3
和 6 8 n g / m

3 。
l自表 6 可

见
.

不 同工序的可 吸入尘浓度和 内毒素含量 相 差 很

大
,

前纺车间从开棉到粗纱
,

粉尘高达 1
.

73 m g / m 3 ,

内毒素基本上均超过 4 On g / m
3 ,

对照厂粉尘 o
.

12 m g

/ m 3 ,

内毒素 < 0
.

I n g / m
3 ,

基本 上测不出
。

曾将各项肺功能指标分别与棉纺车间可吸入 尘和

内毒索平均浓度作百分率趋势检验 (I
x C线性 回归 )

,

x Z
值见表 7

。

由此看出
,

随空 气
`
户可 吸入尘和内毒素

浓度升高
,

棉工 班后肺功能急性改变 (汀 l
户E V :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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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工退休前吸呼道症状 比对照工 多
,

退 休后胸闷和气

急减少 (x 2 二 9
.

9 0 7
,

P < 0
.

01 )
,

而咳嗽咳痰无改善

( x
Z 二 1

.

8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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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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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照工均无改善 ( : 2
分

别为 2
.

577 和 0
.

0 4 7
,

P 均少 0
.

0 5 )
。

2
.

2 退休棉工肺功能测定 按 8 项肺功能参数预计值

多元逐步 回归方程式
,

计算实测值 /预计值 ( O / P )

之 比
,

结果表明男不吸烟工
,

两组 参数O / P均户 90 %
;

而吸烟者中
,

V , , 、

V , o 、

V Z s和 M M E F均低于 8 0%
,

吸烟男棉工中
,

这些值更接近 65 % (见表 3 )
。

两因

素方差分析示除 F V C外
,

吸烟对所有参数均有明显

姑响
,

而棉尘无
,

两者无交互影响
,

但有相加作用 (见

表 4 )
。

女工无 此差别
。

衰 3 男棉工 和对照工 s 项肺功能参数 ( O / P ) (孙I 土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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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男棉工和男对照工两 因索方差分析

肺 功能 参数 .
F 值

接 尘 吸 烟 交互影响

裹 5 棉尘接触和吸烟对X线异常的相加作用

棉尘接触 吸烟史 X 线异常率 (% ) 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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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肺X线表现分析 与 北京劳研所
、

111东劳研所
、

广西壮族自治 区卫生防疫站合作
,

选择 1 ,10 名前 纺退

休棉工和 14 0名对照工配对进行 X线摄片
,

工 龄均 在

2。年以上
。

根据 I L O 国 际尘肺分类法读片
,

按肺间质

改变 的密集度将X 线表现分为 正常 ( 0 / 。
、 。八 ) 和异

常 ( 1 / 0
、
1 / 1

、
1 / 2等 )

。

此对男工中
,
4 8对吸烟

,

72 对女工无人吸烟
。

棉工

和 对照工 X线表现异常率无差别
。

如将两组合并
,

则

见 吸烟和不 吸烟组 X线表现异常率差别明显
,

说明吸

烟对肺部影响更大
,

两者有相加作用 (见表 5 )

将上海50 对部工和 对照工 X线表现进行 L o g ist i c

回归分析
,

说明吸烟影响X 线表现异常的发生率
,

而

性别
、

年龄
、

接触棉尘工龄依次在运算过程中剔除
。

2
.

4 组织病理学所见 8 名患肺癌的棉工肺止常组织

成份
一

与16 名同医院 l司时期同病种非棉工肺组 织 (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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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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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观察 ) 比较
,

大体和显 微镜检查未见肉芽组织形

成
,

肺实质中无
“

棉尘小体
”

样粉尘性纤维改变
。

luj

组无差别
。

因此认为
,

棉工退休后 症状好转
,
肺功 能和 X 线

异常表现与吸烟关系更大
.
吸烟和棉尘接触有相加作

用
,

棉尘接触不应认为是尘肺的病因之一
。

3 棉纺车间内毒素浏定

我们 对棉纺厂粉尘内毒索进行 了测定
。

见到可吸

入尘浓度与内毒素含量 之间存在一定关 系
。

在两个厂

中
,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
.

6 6和 0
.

7。 ( P < 0
.

0 0 0 1 )
。

如

按 WH O 建议的可吸入尘容许接触值 ( P E L ) 0
.

2 1们 g

/m
3 计算

,

相当于 5 6 n g / m
3
和 6 8 n g / m

3 。
l自表 6 可

见
.

不 同工序的可 吸入尘浓度和 内毒素含量 相 差 很

大
,

前纺车间从开棉到粗纱
,

粉尘高达 1
.

73 m g / m 3 ,

内毒素基本上均超过 4 On g / m
3 ,

对照厂粉尘 o
.

12 m g

/ m 3 ,

内毒素 < 0
.

I n g / m
3 ,

基本 上测不出
。

曾将各项肺功能指标分别与棉纺车间可吸入 尘和

内毒索平均浓度作百分率趋势检验 (I
x C线性 回归 )

,

x Z
值见表 7

。

由此看出
,

随空 气
`
户可 吸入尘和内毒素

浓度升高
,

棉工 班后肺功能急性改变 (汀 l
户E V :

% 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