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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尘肺患者血液粘度分析

锦州市直机关医院 ( 2 2 20 0 0 )何素云

尘肺患者由于多有呼吸困难
,

可造成肺部通气和 检测项 目有血球压积
、

血沉
、

全血比粘度
、

血浆比粘

换气功能障碍
,

引起缺氧和二氧化碳储 留
。

长 期 缺 度
、

全血还原粘度
。

氧
,

骨健功能旺盛
,

红细胞增多
,

红细胞压积增高
,

2 结果

而血沉变慢
,

红 细胞电泳时间延长
,

导致 高 粘 滞 血 男性尘肺病患者与男性对照组比
,

全血枯度比
、

症
。

我们对 30 例尘肺患者血液流变学几项指标进行了 全血还 原粘度比和红 细胞压积增加 ( P < 0
.

0 D
,

均有

分析测定
,

现报告如下
。

非常显著差异 , 血浆粘度比增加 ( P < 。 .

0 5)
,

有显著

1 材料与方法 检查对象
:
尘肺组男 20 例

,

女 10 例
,

差异
。

年龄44 ~ 66 岁
,

I 期尘肺 26 例
,

I 期尘肺 4 例 , 40 例 女性尘肺病患者与女性对照组 比较
,

全 血 比 粘

对照组为某机关身体健康的干部
,

男 25 例
,

女 15 例
,

度
、

血浆 比粘度
、

红细胞压积增加 ( P < 。 .

o D 有非常

年龄 44 ~ 61 岁
。

显著差异 , 全血还原粘度比增加 ( P < 0
.

05 ) ,

差异也

检测仪器
:

为无锡产 S A
一B 型血液流变学检测仪

。

显著
。

血沉均无显著差异 ( P > 0
.

05 ) (见表 )
。

30 例尘肺患者与对照组血液粘度检测结果 比较

项目 性别 例数 全血枯度 (比 ) 血浆枯度 (比 ) 全血还原枯度 (比 》 红细胞压积 ( % ) 血沉 m m / h

对照组 男 2 5 4
.

1 8士 0
.

3 6 1
.

5 3士 0
.

1 2 6
.

9 8 士 0
.

9 3 4 4
.

8 3士 3
.

2 9 6 士 1 0
.

3

尘肺病组 男 2 0 4
.

8 7 士 0
.

7 3 1
.

7 5 士 0
.

1 4 7
.

7 9 士 1
.

3 8 5 1
.

3 5士 6
.

3 0 6 士 7
.

5

P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对照组 女 1 5 3
.

8` 士 0
.

2 3 1
.

5 2土 0
.

1 8 6
.

9 0士 0
.

7 2 4 1
.

` 8 士 J
.

i l 1 1 士 8
.

8

尘肺组 女 1 0 4
.

9 6土 0
.

8 5 1
.

7 7 士 0
.

1 6 7
.

9 0士 1
.

3 3 49
.

4 6士 7
.

1 6 1 2 士 7
.

1

P < 0
.

0 1 < 0
.

0 1 < 0
.

0 5 < 0
.

0 1 0
.

0 5

注 : 从侧得 结果看年龄上无差别
,

P > 。
.

05

3 讨论 由于尘肺病人呼吸障碍
,

机体免疫功 能 紊 面的负电荷
,

失去表面负电荷的红细胞相互排斥力减

乱
,

血浆中免疫球蛋白等大分子物质增加
,

影响血液 弱
,

聚集性增加
,

从而造成全血枯度及全血还原枯度

流动性
,

使血浆粘度增加
。

导致血细胞压积及血浆粘 增加
。

从理论上说
,

血浆中大分子 和带正电荷的物质

度增加的因素也会使全血粘度及全血还原粘度增加 , 增多血沉应加快
,

但我们测定结果改变不明显 ( P )

另外
,

球蛋白等大分子表面的正电荷
,

吸引红 细胞表 0
.

0 5)
,

有待进一 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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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肺合并肺癌报道较多
,

大多数为作业工人
,

而本例是石棉原料及成品库的保管员
,

属于间接接触

石棉尘
,

其以 I 期石棉肺合并肺癌死亡
。

患者司某
,

男 68 岁
,

从事仓库保管工作 12 年
,

期

间未采取任何个人防护措施
,

每天到车间发放原料和

回收成品
,

为间接接触石棉尘的工作人员 (因原料及

成品均为塑料袋包装
,

仓库未设监测点 )
.

1 9 8 2年患者自感呼吸困难
,

咳嗽
,

尤其是搬运物

品时加剧
,

经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检查
,

X 光胸片

发现双肺中下部出现 网状阴影
,

并有散在的顺粒状阴

影
,

诊断为 I 期石棉肺
。

1 9 8 5年因咯痰带血
,

胸闷
,

并出现持续性胸闷
,

经大连中心 医院肺活检诊断为肺

痛
,

后治疗无效死亡
。

石棉与肺癌的关系 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

此例进一

步证明了石棉是强致癌物质
,

同时提示接触石棉尘污

染空气者均有导致石棉肺的危险性
,

均应加强防护和

进行定期的体检
,

切不可忽视它的危害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