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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钢接尘与离尘工人肺功能及

呼吸系统症状的配对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0 0 0 1 1) 1黄群颖 楼介治 郭晓芳

沈阳重型厂职工 医院 肖寿英

提 要 本文对沈阳某重型机器厂铸钢车间 25 9名接尘工人与7 4 名调离铸钢粉尘作业工人进行了肺

功能与呼吸系统症状的配对分析
。

结果表明
:

无论是接尘工人
,

还是调离粉尘作业工人
,

其F v C
、

F E v , 、

F E F Z s _ , , % 、

V 7 , 、

V s 。 等肺功能指标的实测值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

肺功能异常人数以及呼吸系统

症状阳性人数与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人数则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

美越词 粉尘 肺功能 呼吸系统症状 配对分析

配对研究是控制混杂因素
,

消除不均衡作

用的较为理想的研究方法
` ” 。

为深入研究铸钢

粉尘对接尘工人肺功能的影响
,

控制混杂因素

造成的各种偏倚
,

本文对沈阳某重型机器厂铸

钢车间 2 59 名接尘工人以及 74 名离尘工人进行

了肺功能测定与配对分配
。

现报道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按配对设计原则
,

对从 事 铸

钢粉尘作业 3 年以上的 3 33 名男工进行了肺功

能检测 (其中含调离粉尘作业工人 74 名 )
。

以

本地区机械制造业中不接触尘毒
,

劳动强度相

似
,

无心肺疾患的 33 3 名健康男工作为对照
,

同时进行肺功能检测
。

分别配成接尘组 2 59 对
,

离尘组 74 对
。

配对条件为
:

①年 龄不 超 过 土

1岁 ; ②身高不超过士 Z c m ; ③吸烟与不吸烟

分配
; ④吸烟者的吸烟量不超过 士 3 包

·

年量
。

配对后接尘组与离尘组的年龄范围分别为 21 ~

6 0
,

5 0~ 6 0岁
。

1
.

2 调查方法 测定努力肺活量 ( F V C )
、

第

一秒时 间肺 活量 ( F E V )I
、

最大呼气中期流速

( F’E F
: , _ , 5 % )

、

75 纬和 50 %肺容量时的平均流速

( V
, , 、

V ” ) 等指标
。

测定结果均按当时的气温

校正为 37 ℃水蒸气饱和的肺内容量
。

依据机械

制造业正常健康男工肺功能各项指标预计值公

式
` , ’ ,

分别计算每名受检者肺功能实测值占预

计值百分比
。

肺功能异常判 定标准
:

F V C
、

F EV
:

低于

预计值的 8 0%
,

F E F
: : 一 , , % 、

V
, , 、

V
, 。

低于预计

值的 70 % 为异常
。

吸烟量的估算 (包
·

年 ) =
每天吸烟包数

x 吸烟年限

2 结果

2
.

1 接尘组
、

离尘组与对照组工人一般 状 况

的比较 见表 1
。

配对后的接尘组与对照组 以

及离尘组与对照组 的年龄
、

身高
、

吸烟量均未

见明显差别
。

表 1

指 标

接尘组
、

离尘组与对照组年龄
、

身高
、

吸烟量的比较 (又士 s D )

接尘组 对 照组 离 尘组 对 照组

例数

年龄

身高

吸烟量

2 5 9

4 0
,

9 土 1 2
.

4

16 8
.

8 士 4
.

7

7
.

5 士 10
.

0

2 5 9

4 0
.

9 士 12
.

1 6 8
.

8 士 4
.

6

7
.

4 土 9
.

9

7 4

5 5
.

3 士 6
.

0

1 67
.

1 士 5
.

5

9
.

9 士 9
.

2

7 4

5 5
.

2 士 5
.

4

16 7
.

2 士 4
.

8

9
.

9土 9
.

7

2
.

2 接尘组
、

离尘组与对照组工人肺功 能 各

项指标实测值的配对比较 见表 2
、

表 3
。

无

论是铸钢接尘工人
,

还是调离铸钢粉尘作业工

人
,

其肺功能各项指标的实测值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
,

且其配对后的差值经 t检验
,

均具有非常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2
.

3 接尘组
、

离尘组与对照组工人肺功能异常

情况的配对比较 由表 4
、

表 5 可 以看出
,

接

尘组和离尘组肺功能各项指标为异常而对照组

为正常的对数均较接尘组和离尘组肺功能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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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各项指标

实测值的配对比较 (2 5。对 )
常而对照组为异常的对数为高

,

经 才 分析
,

各项指标均差别显著
。

指 幸J屯 X 土 S E 尸

F 、 7
C (m l )

F E V
i ( m l )

F E F Z s _ , s 一 (m l )

、
一
, 5 (m l)

、
’

5 0 ( m l )

一 2 3 8
.

9土 4 9
.

4 8

一 2 3 5
.

8 士 4 6
.

1〔

一 2 7 9
.

2 士 8 1
.

程

一 5 5 9
.

3 士 18 0
.

5

一 3 1 0
.

准士 97
.

2

4
.

8 2 4 < 0
.

0 1

5
.

I J 6 < 0
.

0 1

3
.

13 0 < 0
.

0 1

3
.

09 9 < 0
.

0 1

3
.

1 9 3 < 0
.

Q I

注
:

X 为接 尘组 与对照组肺 功能各项指 标实测值差值的

均 值
,

S E为标准误

表 3 离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各项指标

实测值的配对比较 ( 74 对 )

指 标 X 土 S E P

F V C (m l )

F E V
i ( n l l )

F E F Zs _ , s ,二 ( 211 1)

V ; s (m L)

、 5 0 (m l )

一 4 2 8
.

1 士 9 8
.

3 7

一 4 6 2
.

7 1+ 97
.

5 9

一 63 0
.

6 士 16 2
.

5

一 7 97
.

2 士 19 9
.

5

一 1 2
.

2 1 士 2
.

6 9 4

4
.

3 5艺

4
.

7
`

玉1

3
.

吕8 1

3
.

9 9 7

4
.

5 2 7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注
.

X 为离尘组与对照组 肺功能 各项指标实测值

差值的均值 ,
S E为标准误

表 4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异常倩况 的

配对 比较 ( 2 5 9对 )

指标 + 一 义 2 P

11
.

5 0

1 6
.

0 2

2
.

4 接尘组
、

离尘组与对照组工人呼 吸 系 统

症状与慢性支气管炎 患病情况的配对比较 如

袭 6
、

7 所示
,

无论是接尘组
,

还是离尘组
,

其呼吸系统症状和慢性支气管 炎 患 病 情况
,

经配对才分析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并具有非

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表 6 接尘组 与对照组呼吸系统症状
, J

漫性支气管炎患病情况 的配对比较 ( 2 5 9对 )

指 标 + 一 一 + X Z P

咳嗽 吕6 2 9 么7
.

2 7 < 0
.

0 1

.叹痰 7 3 3 8 10
.

4 1 < 0
.

0 1

气 颐 1 0 2 二忿 5 0
.

3 3 < 0
.

0 1

胸「习 I Qg 27 6 5
.

7 2 < 0
.

0 1

胸痛 5 2 1 4 2 0
.

7 4 < 0
.

0 1

慢性支气管炎 6 9 1 8 2 8
.

7 4 < 0
.

0 1

注
: + 一 接尘组呼 吸系统症状

,

慢性支气管炎为阳性而对照

组为困性的对数

一 十 接尘组呼吸系统症状
.

慢性文气管炎为阴性而对照

组为 阳性的对数

表 了 离尘组与对照组呼吸系统症状与

慢性支气管炎患病情况的配对比较 (7 1对 )

指标 + 一 一 + X Z P

咳嗽 3 0 6 2 3
.

2 7 < 0
.

0 1

咳痰 3 3 9 2 4
.

2 0 < 0
.

0 1

气短 5 3 1 5 0
.

07 < 0
.

0 1

胸「
。
J 4 5 0 4 5

.

0 0 < 0
.

0 1

胸痛 乃0 2 2 2
.

7 8 < 0
.

0 1

慢性支 气管炎 3 a 6 23
.

27 < 0
.

0 1

注
. + 一 离尘组呼 吸系统症状

,

慢性支气管炎为阳性而对照

组 为阴性的对数

一 十 离尘组呼 吸系统症状
,

慢性支气管炎为阴性而对照

组为 阳性的对数

1工1几工J. .11上八甘0nUnó八UēU凡U
ù
U八甘八甘V<<丈<

,土八é,口n八叼éJ几
自

:
ó七O八QU

,上止1,月一̀,曰
,土1上的d叮目内Q-CJUōbl̀,的 几舀̀叹toùbóbF V C ( 1飞11)

F E V
i (一n l )

玉
’

E 4I’ 2 s 一 , s ,
。

(
r n l )

V
; s ( x飞1 1)

、
’

5 0 ( In l)

注 : + 一 接 尘组肺功能为异常而对照组 为正常 的对 数

一 + 接尘组肺功能为正常而 对照组为异常的对数

表 5 离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异常情况 的

配对比较 (7 4对 )

指标 一 十 之2
尸

1 3
.

7 9

1 3
.

2 3

7
.

7 1

10
.

2 6

13
.

2 3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 0
.

0 1

.5比118邪筋3Q韶韶F 、℃ (m l)

F E V
i (m l )

F E F Zs _ 7 5死(一1、 1)

V : 5 (m l )

V s o ( n l l )

注 . + 一 离 尘组肺功能为异常而对照组为正常的对数

一 十 离尘饥 肺功能为 正常 而 对照 沮 为异常的对数

3 讨论

众所周知
,

影响肺功能测定的棍杂因素很

多
,

如年龄
、

身高
、

吸烟等
〔 , ’ ,

若不齐同或不

均衡
,

很容易造成结果偏差
。

清除不均衡的混

杂因素较理想的方法是配对研究
。

文献中关于

铸造粉尘对接尘工人肺功能影响的研究
,

主要

采用组间比较
『` ’ ,

对铸造接尘工人肺功能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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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析
,

目前尚未见有报道
。

本文通过对沈阳

某重型厂铸钢车间 2 59 名接尘工人和 74 名离尘

工人的配对分析
,

结果表明
:

无论是铸钢接尘

工人
,

还是离尘工人
,

其肺功能各项指标的实

测值均较对照组工人明显降低
,

肺功能异常人

数 以及呼吸系统症状阳性人数与慢性支气管炎

的患病人数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

由此可见
,

长期吸入铸钢粉尘不仅可引起铸工尘肺
,

对接

尘工人肺功能以及呼吸系统其它方面的影响也

不容忽视
。

如果吸入的粉尘达到一定量时
,

既

1 3 7

使调离粉尘作业
,

其对肺功能及呼吸系统的影

响并不因此而减轻或清除
。

因此
,

改善劳动条

件
,

降低粉尘浓度
,

对保护工人健康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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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氯乙烯接触者出现肝血管瘤的 5 年随访观察报告
吉林省劳研所 ( 1 3。。6 1) 王玲安 蒋淑珍 代洪儒 徐 雯 王振旋

张某
,

女
,

50 岁
,

分析工
。

因头晕
、

乏 力
、

腹胀

1 0余年
,

于 1 98 8年 8 月 9 日入我院
。

病人于 1 96 6一 2 979年 4 月在某联合化工厂从事分

析工作
。

分析室设在氯 乙烯生产工段操作间内
,

当时设

备简陋
,

常有跑漏现象发生
,

氯乙烯浓度经常超过国

家容许浓度
,

最高曾达 6 22 m g /m 3 。

病人于 1 9 7 8年始自

觉头晕
、

头痛
、

失眠
、

多梦
、

记忆力减退
,

烦躁
、

易

怒
、

多汗
,

手震颤
、

四肢麻木
,

食欲减退
、

腹胀
、

腹痛
、

便

秘
,

乏力 ; 体检时发现肝大肋下 2
.

o c r n
,

定诊为氯 乙烯

接触观察对象
。

1 9 8 0年肝大肋下 2
.

s c m
,

调离原岗位
。

于 1 9 8 8年 7 月 29 日体检时 B 超报告肝脏 占位性病变 而

入我院
。

入院体检
:

营养中等
,

无贫血貌
,

皮肤毛发正

常
,

浅表淋巴结不大
,

心肺 ( 一 )
,

腹部平坦
、

软
,

肝肋下 2
.

s c m
,

剑下 6
.

o e m
,

质中
,

压痛 ( + )
,

脾未

触及
,

余正常
。

化验检查
:
肝功正常

,

乙肝二对半阴

性
, A F P < 2 5 n g /m l

。

B 超报告
:
肝上界五肋间

,

肋下

2
.

5m
,

肝右叶探及 9
.

l x 6
.

7 em 及 3
.

l x 3
.

0 e m 低回声

区
,

周边清晰
,

肝左叶上方探及 3
.

s x 3
.

Ocm 低回声

区
,

脾正常
。

19 8 8年 8 月 27 日肝脾 C T 报告
:
肝影增

大
,

以尾状叶增大明显
,

表面欠光滑
,

各部比例欠协

调
,

肝尾叶可见 I o
.

66
x g

.

04 c n。 类圆形低密度影
,

累及部分右叶
,

边界尚清
,

肝右叶近边缘也可见 1
.

7 x

2
.

c4 m类圆形低密度影
,

边缘清
,

脾略增大
,

诊断肝

尾叶及右叶血管瘤
。

临床诊断
:

氯乙烯中毒性肝病
、

肝血管瘤
。

随访 5 年中
,

19 8 9年以后化验血 卜G T均高于正

常
,

脾不大
。

19 9 1年以后肝缩小为肋下 2
.

o c m
,

B 超

结果见下表
。

5 年 B 超结果比较

年 份
大小 ( e m )

肝右叶 包块
回 声 边 界 大小 ( e m )

肝左 叶包块

回 声 边 界

1 9 8 9

19 90

1 9 91

8
.

7 x 7
.

5 实质略低

同上

强

低

实质略强

强
、

部 分低

不均 匀

不均 匀

尚清晰 3
.

6 x 3
.

4

2 X Z

实质略低

同上

强

尚清晰

尚清晰

1 9 92

8
.

2 x 7
.

6

3
.

1 K 2
.

5

1 1
.

2 x 9
.

3

8
.

3 X 8
.

0

8
.

2 x 7
.

9

2
.

8 x 2
.

2

尚清晰

尚清晰

尚清晰

尚清晰

尚清晰

尚清晰

未记载 尚清晰

1 9 9 3 0 X 4 不均匀 不十分清晰

讨论 文献报道
,

氯乙烯可引起肝血管肉瘤及其

他脏器肿瘤 (恶性或 良性 )
.

国内尚未见有氯 乙烯引

起肝血管瘤的报道
。

几年来
,

该厂接触氯 乙烯工人 已

发现肝肿瘤 1 例 ( 已死亡 )
、

肺肿瘤 1 例
、

膀耽癌 1

例
、

肾上腺肿瘤 1例
。

本文报道的肝血管瘤我们认为不

能排除与接触氯乙烯有关这一因素
.

该患能否转化为

肝血管肉瘤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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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s e s o f
“ s t a g

e
o

`

” ,

w h
l l e t h e a e t i v l t y o f

s e r u nr m a l o n d i a l d e h y d e ( M D A ) i n e a s e s o f

“ s t a g e l ” w a s l o w e r t h a n t h a t i n e a s e s o f

“ s t a g e o 一 ”
.

T h e r e s u l t o f t h e s t e p w i s e r e -

g r e s s l o n , a n a l y s i s i n d l e a t e d t h e s e 3 I n d l e e s

w e r e h e l p f u l t o d l f f e
r e n i a t e t h e e a s e s o f

“ s t a g e l ” f r o m t h o s e o f
“ s t a g e o 一 ” , a n d t h

e r e

w a s n o s i g n i f i e
a n e e d l f f e r e n e e b e t w e e n e a s e s

o f
“ s t a g e l ” a n d

“ s t a g e o 一 ” I n t h e l e v e l s o f

u r l n a r y h y d
r o x y P

r o l l n e
( H Y P ) a n d s e r u m

t r a e e e l e m e n t C u a n d Z n
.

T h e d 一
s e r im i n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o f s e r u m C P
,

S ( ) D a n d M D A s h o w e d

r h a t t h e r e l l a b il i r y
r a t e s o f t h e

d i
s e r z

m i n a t l o n

e q u a t 一o n o f
s 一11 e o s l s e a s e s “ s t a g e l

” a n d I n

“ s t a g e o
一 ” w e r e 8 9

.

7% a n d 9 1
.

4 %
.

o f r a d l o -

l o g i e a l d ia g n o s l s r e s p e e t l v e l y
.

A e e o r d i n g t o a l l

a b o v e r e s u l t
s , t h e l e v e l s o f s e r u m C P

,

S ( ) D

a n d M D A m a y b e u s e d a s s u p p l e m
e n t a r y i n

-

d ie e s
f o

r e a r l y d ia g n o s l s o f s l l l e o s l s
.

K e y w o r d s : s i l ie o s i s
, e e r u

l o p l a
s
m i n

, s u -

p e r o x i d e d i s m u t a s e ,

m
a lo n d l a l d e h y d

e

T h e C o m P a r i s o n o n o b s e u r e d D e g r e e b y

o v e r l a P P e d S h a d o w s b e t w e e n H i g h a n d L o w

K i l o v o l t a g e C h e s t R a d i o g r a P h s

S u n C h e n y e
, e t a l

T h e p o s t e r i o a n t e r i o r e h
e s t r a

d l o g
r a p h

s

o f 9 0 p a t i e n t s w e r e r a n d o l n l y t a k e n w i t h b o t h

h i g h a n d l o w k V t e e h n i q u e i n t h e s a
m e d a y

f o r o n e p a t i e n t
.

8 6 p a i r s o f t h e m w e r e e o m p a -

r a b l e i n t e e h n i q u e q u a l l t y
, t h e o b s e u r e d a r e a

a n d d e g r e e b e t w e e n e a e h p a i r o f r a d ie g r a p h a

w e r e e s t 一m a t e d b y a s e m i g u a n t l t a t iv e m e t h o d

a d o P t e d f
r o m t h e r e l a t i v e o b s e u r a t i o n d e f一n l -

t l o n
.

T h e :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o n l y 5 3% o f

p u lm o n a r y p a r e n e h y m a I n f o r m a t i o n m i g h
t r e -

t a i n i n l o w k V r a d l o g r a p h s ,

b u t 7 2 % i n t h a t

o f t h e h i g h k V
,

w a s 3 6 % in e r e a s , d e o m p a r i n g

w i t h l o w k一l o v o l t a g e r a d l o g r a p h s
.

T h e r e s u l t

s u g g e s t s t h a r t h
e
h i g h k V t e e

h n i q u e m a y e f f i
-

e i e n t l y l o w
e r t h e o b

s e u r a t io n o f t h e o v e r -

l a p p e d s h a d o w s i n e h
e s t r a d

zo g r a p h
.

K e y w o r d s : e h e s t r a d i o g
r a p h s , o b s u r e d

d e g
r e e ,

h
l g h k V

r a d
l o g

r a p h y
,

lo w k V
r a d i o

-

g r a p h

A S t u d y o n L u n g F u n c t i o n a n d R e s P i r a
-

t o r y S y m P t o m s i n S t e e l F o u n d r y W o r k e r s

H u a n g Q u n y i n g
, e t a l

B a s e d o n a g e ,

h e i g h t a n d
s
m o k i n g

h a b l t s ,

2 5 9 s t e e l f o u n d r y w o r k e r s w h o h a d

b e e n e
m p l o y e d f o r 1 9 y e a r s I n a v e r a g e a n d 7 4

w o r
k

e r s w h o h a d b e e n r e m o v e d f
r o m e x Po

-

s u r e t o s t e e l f o u n d r y d u s t f o r 1 0 y e a r s In a v -

e r a g e w e r e m a t e h e d w i t h e o n t r o l w o r k e r s r e -

s p e e t i v e l y
.

L u n g f u n e t i o n t e s t s a n d
r e s p l r a r o -

r y s y m p t o m
s w e r e i n v e s t g a t e d i n b o t h r w o

m
a t e h e d g r o u p s F V C

、

F E V
I

、

F E F Z: : : 、 、

V
: :

a n d V S 。 i n e i t h e r e u r r e n t f o u n d r i e r s o r e x -

f o
u n d r l e r s w e r e s l g n i f

l e a n t l y d e e t e a s e d t h a n

t h o s e i n r h e l r p a r a l l e l e o n t r o l w o r k e r s
.

T h e

r a t e s o f l u n g d y s 一 f u n e r io n i n e u r r e n t f o u n d r l -

e r s a n d e x f o u n d r i e r s w e r e s i g n i f e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o s e I n e o n t r o l w o r
k e r s

.

B o t h e u r r e n t

f o u n d
r i e r s a n d e x f o u n d r i e r s s h o w e d h i g h e r

p r e v a l e n e e o f r e p ir a t o r y s y m p t o m s a n d e h r o n -

i e b r o e h 一t i
s t h a n t h e l r p a r a

l l
e
l e o n t r o l g

r o u p
.

K e y w o r
d
s :

d u s t ,

l u n g f u n e t l o n , r e s p ir a
-

t o r y s y m p t o m
s , e h r o n i e b r o e h i t i e s ,

m a t e h i n g

s t u d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