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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棉尘病的研究
’

江朝强
’

林大庆
,

孔 聪
’

崔常安
,

黄浩楷
`

陈德成
`

何 健民
`

先浦珠
,

陈月华
’

提 要 对广州市 1 98 9年仅有的两家加工纯棉工厂 1 32 0 名工人作研究
,

发现可吸入性棉尘与总尘

浓度
、

内毒素含量中位数分别为0
.

7 2 ( 0
.

峨z ~ x
.

5一) 与5
.

2 5 ( 5
.

0 4~ 12
.

3 2 ) m g /顶 , ,
2 0 0 7 ( 2 2 3 6~ 4 100 )

E u /m , ; 呼吸系统异常的检出率
、

慢性气管炎及棉尘病患病率分别为
: ( 1 ) 典型星期一症状 9

. 。%
,

( 2 )

班后 F E V I 下降) 5 %为 1 6
.

8%
,

( 3 ) 班后 r E V : 下降》 10 %为 4
.

2%
,

( 4 ) 班前 FE V : 小于

预计值 80%为 6
.

1%
, ( 5 ) F EV : / F V C < 75%为 4

。

0%
,

( 6 ) 咳嗽和 (或 ) 咳痰 1 5
.

2 %
, ( 7 ) 慢

性气管炎 1 0
.

9%
, ( 8 )棉尘病〔 ( 1 ) + ( 2 ) 〕患病率为 1

.

7%
。

与对照组比较
,

上述指标〔不含 ( 8 ) 〕的相对

危险度分别为 ( 1 ) 5 0
.

0
,

( 2 ) i 沐
,

( 3 ) 1
。

7 ,
( 4 ) 0

.

7 ,
( 5 ) 1

.

2 ,
( 6 ) 2

.

2和 ( 7 ) 2
.

2 , 除 ( 4 )

外所有指标均随年龄
、

接尘工龄和可吸入棉尘里积接尘 t 的增加而呈增加趋势 , 与此同时
,

发现 血 清

Ig A
,

飞G 和 飞M 含量高于对照组
,

而 A N A卫 则低于对照组
。

关甘润 棉尘 内毒素 肺功能 棉尘病

迄今
,

世界各国的棉尘病诊断标准
、

测定

棉尘方法
、

卫生标准仍不统一
,

病因及其发病

机制还未十分清楚
。

1 9 5 4年我国学者詹海民最

早报道了与棉尘有关的疾病
,

1 9 6 4年薛汉麟首

次诊断了 21 例棉尘病
,

较详细的研究始于 70 年

代末 80 年代初
〔 ’ ” ” ,

1 9 8 6 年国家已把棉尘病正

式列入职业病名单
。

为了弄清广州市棉尘病的

患病率及其发病规律
,

从 1 9 8 9年 1 2月至 1 9 9 2年

1 2月进行了本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1 9 89 年广州市仅有 2 家棉纺厂 加 工 纯 棉

(其它加工含化纤或绢麻 )
,

该 2 家工厂所有接

触纯棉工人共 1 32 0人均为研究对象 ; 选择劳动

条件
、

强度和生活环境相似的无尘毒接触史人

员共 1 3 0 6人作对照
。

1
.

2 棉尘
、

内毒素测定

用美制垂直淘析仪 ( G MW一 4 0 0 0) 和撼膜

测定可吸入性棉尘
。

国产 F C一 2 采 尘 仪 和 滤

膜测定总尘
,

每个作业点的中位数为该工种的
肚

可吸入性尘和总尘浓度
,

按公式A = 艺协 x d

计算每个工人在不 同工作点的累积接星量
“

、

用赏制溶菌法测定可吸入棉尘 中内毒素含里
。

参照 WH O 推荐的询间表川略作修 改 进

行询间 , 全部受检者作内科体检 , 在休息 24 ~

4 h8 后
,

上斑第一天用英制的闭合式肺活量计

(、住t ia 。砂越沮名 ) 测定班 前 班 后 肺 功 能
,

F E V
:

的预计值参照广州人肺功能正常值的计

算公式
“ , , 随机选择接尘组 6 02 名

、

对照组 70 8

名受检者摄X 线胸片
,

并按 IL O 尘肺X 线摄

象分类标准 ( 1 9 80 )进行质量评价
,

由国家尘肺

诊断标准委员会两名专家作评片终审 ; 用单向

琼脂免疫扩散法测定血清 1吕A
、

gI G
、

l g M 水

平
,

用末梢血涂片法测定酸性 。 一醋酸蔡 醋 酶

( A N A E ) 标记 T淋 巴细胞 ( .J K lu e n k a川 fP f
,

1 9 7 7 )
。

1
.

4 棉尘病的诊断条件

在肯定接触棉尘职业史的墓础上
,

考虑下

列因素
:

( 1 ) 经常在工休 24 ~ 48 h 后 上班

第一天或其它 日子出现胸部紧迫感和 (或 ) 气

短 (简称典型星期一症状 ) ; ( 2 ) F E V
,

班后

比班前下降 > 5 % ; ( 3) F E V
,

班后比班前下

降 > 10 % ;
( 4 ) 班前 F EV

:

小于预计 值的

.

3 医学检查项目

. * 研究由加拿大 ID R C 提供资助

1
.

广州市职 业病防治院 ( 5 1 0 ` 2 0 )

2
.

香港大学杜会医学系

3
.

叮甫大 学卫生学教研贫



一
3 30

.

5 0%
;

( 5 ) 班前 F E V
:

/ F V C 小于 7 5%
;

( 6 ) 咳嗽和 (或 ) 咯痰
。

在 上 述 6 个 条 件

中
,

有 ( 1 ) 和 ( 2 ) 者
,

诊断为棉尘病
; 凡

咳嗽和 ( 或 ) 咯痰每年至少发生 3个月
,

持续

2 年以上者
,

诊断为慢性气管炎
。

1
.

5 资料分析

用 S P S S矛C 和 E说一 i袱 0 5 进行分析
,

包括 t 检验
、

丫 检验
、

丫趋势检验
、

相关危

险度 ( R R )
、

9 5 %可信限
、

归因危险度 ( A R )
,

并用 M a n t e l一ae
n sz el

才s 方法算联合相关危

险度 ( oP ol e d R R )
。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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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一般资料

接尘组和对照组受检者平均年 龄 分 别 为
3 0

.

0 士 0
.

5 0和 3 5
.

4 士 5
.

5岁
,

工龄为 1 0
.

2 士 6
.

8

和 13
.

5 士 8
.

0 年
,

身高分别为 1 60
.

0士 6
.

4 和

1 6 0
.

5 士 6
.

sc m
,

男性吸烟比例分别占67
.

6%和

6 1
.

9% (女受检者无吸烟 )
。

2
.

2 棉尘
、

内毒素测定结果

表 1 是不同生产工序棉尘浓度和内毒素含

量
,

可吸 入 性 棉 尘 中位 数 范 围在 0
.

41 ~

1
.

51 m g /m
, ,

梳棉工序最高 , 总棉尘中位数范

围 3
.

0 4~ 1 2
.

3 2m g /耐
,

粗纱工序最高 ; 内毒

素含量则并条工序最高
。

裹 1 棉尘浓度 (功 g加
, ) 及内毒素含量 ( E u /m 3 ) 按工序比较

工 序
可吸入性 棉尘浓 度 内毒素含 t

点数 范围 中位 数 均值 ( S D ) 点数

总棉尘浓度

范围 中位数 均值 ( S D ) 煮蔽 范围 中位致 均值 ( S D )

0
.

4 5~ 4
.

8 8 3
.

0 4 2
.

C4 ( 1
.

2 0)

2
.

9 1~ 1 2
.

3 5 6
.

C尽 6
.

8 8 ( 2
.

8 3 )

1
.

3 1~ 1 3
.

8 0 6
.

0 9 6
.

2 9 ( 4
.

1 6)

8
.

6 9~ 1 5
.

2 8 1 2
.

3 2 1 1
.

8 3 ( 2
.

4 5 )

2
.

52~ 1 3
.

8 1 5
.

7 9 3
.

3 0 ( 3
.

8 2 )

0
.

4 5~ 1 5
.

2 8 5
.

2 8 6
.

2 7 ( 3
.

8 2) 1 6

6 3~ 2 4 0 0 1 9 0 0 1 32 0 ( 1 1 3 4 )

6 3 7~ 3 7 5 0 2 1 9 3 2 1 93 ( 2 2 0 1 )

2 7 1~ 5 3 4 0 4 1 0 0 3 23 7 ( 2 6 4 2 )

8 5 4~ 3 7 0 0 2 2 7 7 2留 7 ( 2 0 1 2 )

2 6 7~ 3 2 0 0 1 2 3 6 1 4 8 5 ( 1 4 6 2 )

6 3~ 5 3 4 Q 2 0 0 7 1 94 9 ( 1 6 8 5 )

129961349开棉清花 1 2 0
.

3 5~ 1
.

0 9 0
.

6 1 0
.

6 3 ( 0
.

2 5 )

梳 棉 9 0
.

5 7~ 2
.

7 5 1
.

5 1 1
.

5 6 ( 0
.

6 5 )

并 条 5 0
.

0 1~ 1
.

2 1 0
.

6 7 0
.

75 ( 0
.

3 1)

粗 纱 8 0
.

2 9~ 1
.

2 6 1
.

0 0 0
.

8 5 ( 0
.

4 0 )

细 纱筒 子 1 0 0
.

15~ 0
.

86 0
.

4 1 0
.

5 0 ( 0
.

2 4 )

合 计 4 4 0
.

15~ 2
.

7 5 0
.

7 0 0
.

8 4 ( 0
.

5 4 )

2
.

3 医学检查结果

接尘组呼吸系统异常检出率按工种分布及

其与对照组比较见表 2
,

两组受检者班前班后

肺功能的比较见 表 3
。

从 表 2 可 见 除 ( 4 )

外
,

其它各项接尘组均高于对照组
,

其 R R 和

A R 以 ( 1 ) 最高
,

依次是 ( 6 )
、

( 3 )
、

( 2 )
、

( 5 ) 和 ( 4 )
。

表 3显 示 接尘 组

F EV
:

班后比班前明显降低
,

班后减班前的差

值 (才 F E V
i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显著 ; 然而
,

P E F 班前班后比较及两组 刁 P E F 比较都无

统计学意义 , 两组 F M E F 25 ~ 75 % 班后比班

前都显著降低
,

但降低程度却以对 照 组 更 明

表 2 两组受检者异常检出率 ( % ) 及
;

其相对危险度 ( R R )
、

归因危险度 (A R )的比较

接 生 组
开棉清花 拢 棉 并条 粗 纱 细 纱筒子 辅助工 管理员 合计八

对照组 : : A吞 R R A R

( 9 2人 ) ( 1 07人 ) ( 1 3 0人 ) ( 3 5人 ) ( 5 3 0人 ) ( 3 2 3人 ) ( 1 0 0人 ) ( 1 3 1 7人 ) ( 1 3 0 6人 )

( 1 ) 典型星期 一症状

( 2 ) 班后 F E V I T 降

) 5 拓

( 3 ) 班后 F E V i 下降
) 1 0%

( ` ) 班后 F E V i 小于
预计值 80 %

( 5 ) F E V : / F V C <
7 5%

( 6 ) 咳嗽和 (或 ) 咳痰

( 7 ) 慢性气管炎

( 8 ) 棉尘病〔 ( 1 ) + ( 2 ) 〕

9
.

8 1 4
.

0 8
.

5 8
.

6 1 0
.

4

2 2
.

8 2 1
.

5 1 6
.

9 1 1
.

4 1 5
.

5

4
.

3 刁
.

7 3
.

8 8
.

6 4
.

2

1 0
.

9 5
.

6 3
.

8 8
.

6 5
.

8

3
.

3 5
.

6 3
.

1 0 2
.

1

2 8
.

3 2 6
.

2 2 1
.

5 8
.

6 1 3
.

8

2 0
.

7 1 0
.

3 1 3
.

2 2
.

9 9
.

2

3
。

3 3
.

7 2
.

3 2
.

9 0
.

9

6
_

5 5
.

0 9
.

0二

1 8
.

6 1 0
.

0 1 6
.

8二

4
_

6 2
_

0 4
.

2 .

6
.

5 5
.

0 6
.

1

6
_

8

1 9
.

5

1 0
.

9

2
.

2

7
.

0 4
.

0

1 8
.

0 1 8
.

2二

1 1
.

0 1 0
.

9二
0 1

.

?二

0
.

3

1 1
.

9

2
.

5

8
.

7 .

3
.

3

8
.

4

5
.

3

0

] 0 9
.

4 9 3 0
.

0 8
.

7

1 2
.

6 8 1
.

4 4
。

9

5
.

5 7 1
.

7 1
.

7

5
.

7 1 0
.

7 一 2
.

e

0
.

7 8 1
.

2 0
.

7

5 3
.

1 7 2
.

2 9
.

8

2 6
.

6 3 2
.

1 导
.

6

2 0
.

9 9 一 1
。

7

A搜尘组缺偏 3 例
, 吞` 接尘组 合什与对照组结果比较 , .

P < 。
.

05
,

.. P < O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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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两组受检者班前班后肺功能及其急慢性改变的比较

F E V i ( L ) P E F ( L / m i n ) F M E F 2 5 ~ 7 5 % ( L / s e e )

组 别 班前 班后
刀 F E V l 班前 班后 刁P E F

班后下降 小于预计
) 5 % 值80 %

班前 班后 J F M E F
班后 下降 小于预计
) 5 % 值80 %

接尘组

均值 2
.

8 7 2
.

8 3立八

S D 0
.

5 6 0
.

6 7

对 照组

均值 2
.

7 5 2
.

7 5

S D 0
.

5 7 0
.

5 8

一 0
.

0 3 1

0
.

1 6

3 9 7
.

1 2 3 9 4
.

0 7 2
.

1 5 3 1
.

7 % 1 4
.

2%

9 5
.

9 7 9 6
.

7 5 5 1
.

7 8

3
.

6 1 3
.

5 4 △ △

1
.

0 3 1
.

0 8

一 0
.

0 7

0
.

7 1

3 8
.

5 % 1 7
.

5%

一 O
.

0 0 5二 3 7 3
.

3 2 3 7 1
.

6 7 一 1
.

6 4 3 4
.

2% 2 4
.

9%二 3
.

5 4 3
.

3息△△

.

1 6 1 0 0
.

1 1 1 0 2
.

4 8 6 2
.

0 5 1
.

1 0 1
.

C5

一 0
.

1 4 . * 4 5
.

6 ,̀ 二 1 9
.

2%

0
.

7 3

△吞班后 与班前 比较 P < 0
.

01
,

*. 两组比 较 P < 0
.

01

显
,

提示研究棉尘对肺功能的急性影响F E V
:

是

最可靠的
。

三项肺功能指标班前小于预计值的

80 %未显示接尘组比对照组严重
。

两组受检者的 X线胸片没有 1 例被诊断为

1 / O 以上异常
,

两组的免疫指标结果见表 4 ,

显示 IgA
,

gI G 和 l gM 含量明显高于 对 照

组
,

而 A N A E 则低于对照组
。

表 4 两组受检者血清 gI A gI G I目班 (g刀)和末梢血 A N A E (% )含量比较 (X 士 S D )

组 别 受检人数 I g A gI G gI M A N A E

棉尘组

对照组

P

1 2 1 9

1艺4 6

1
.

9 1士 0
.

5 2

1
.

8 2士 0
.

5 0

0
.

C0 0

1 2
.

8 8士 2
.

8 2

1 1
.

6 7士 2
.

2 3

0
.

0 0 4

1
.

5 7士 0
.

3 7

1
.

3 0士 0
.

3 2

0
_

0 0 0

5 9
.

9 6士 9
.

6 8

6 3
.

7 5士 7
.

3 4

0
_

0 0 0

比较接尘组呼吸系统异常检出率与年龄
、

接尘工龄
、

可 吸入性棉尘
、

总尘水平
、

内毒素

含量及其相应累积接触量 的关系
,

显示呼吸系

统异常检出率与测得的可 吸入性棉尘
、

总尘
、

内毒素水平
、

总尘累积接触量和内毒素累积接

触量无明显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但却与受检 者 年

龄
、

接尘工龄有关
,

并随可吸入性尘累积接触

量增加而增高
,

除班前 F E V
:

小于预计值80 %

外
,

均呈强的线性趋势 (见表 5 )
。

现将典型

星期一症状
、

班后 F E V
:

下降李 5 %
、

棉尘病

表 5 呼吸系统异常检出率与可吸入性尘累积接触量 (m .g y / m
3 )的趋势试验

呼吸系统异常
可吸入性 尘系积接触 t ( m .g y /m s)

< 2 ( 2 8 6例 ) 2 ~ ( 4 3 1例 ) 4 ~ ( 2 6 1例 ) 6 ~ ( 1 47例 ) 8 ~ ( 1 9 2例 )

倾 势
久 2

试 验
P

8
.

5

1 5
.

1

4
.

9

5
.

3

3
.

0

13
.

5

7
.

2

1
.

6

8
.

8

16
.

1

3
.

4

6
.

1

2
.

7

2 1
.

8

1 5
.

7

1
.

1

9
.

5

2 0
.

4

7
.

5

5
.

4

5
.

4

2 6
.

5

1 4
.

4

2
.

0

13
.

1

2 3
.

6

5
.

2

6
.

8

9
.

4

2 9
.

8

2 1
.

5

月
.

7

5
.

0 0 0
.

0 2 5

9
.

9 0 0
.

0 0 2

5
.

1 3 0
.

0 2 4

0
.

0 3 0
.

8 7 5

1 4
.

5 4 0
.

0 0 0

4 5
.

4 3 0
.

0 0 0

4 9
.

5 7 0
.

0 0 0

1 0
.

3 4 0
.

0 0 1

一七丹bA
ō,JJ,只ù,l, J

..

……
内OC舀117
0̀Q六材j内U

口.1

( 1 ) 典 型星期 1 症状

( 2 ) 班后 F E V i 下降 ) 6 %

( 3 ) 班后 F E V i 下降 ) 1 0%

( 4 ) 班前 F E V I 小于预计值 80%

( 5 ) F E V i /F VC ( 7 5%

( 6 ) 咳嗽和 (或 ) 咳痰

( 7 ) 慢性气管炎

( 8 ) 棉尘病〔 ( 1) + ( 2 ) 〕

检出率与可吸入性棉尘累积接触量及内毒素累

积接触量描述于图 1 和图 2
。

表 6 是呼吸系统异常检出率按性别
、

吸烟

和接尘分布
,

并调整性别和吸烟后计算出的接

尘联合相关危险度
,

除 ( 4) 外
,

各项均因接触

棉尘其联合相关危险度增高
。

在对照组中
,

男

性吸烟者 F E V了F V C > 75 % 为 8
.

8%
,

比无

吸烟者 ( 1
,

9% ) 高
,

其相对危险度为 4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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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棉尘病 2 典型星期 一症状

典型星期一症状
、

F E V I 下降) 5 %
、

棉尘病检出率与可吸入性尘累积接触量的关系

3 F E n 下降 ) 5 %

图 2 典型星期一症状
、

F E V : 下降) 5 %
、

棉

尘病检出率与累积接触内毒素量的关系

呼吸系统异常检出率 ( % ) 按性别和吸烟分布以及调整后接触棉尘联合相对危险度

曰
l内D圈裹

呼 吸系 统异常 吸 烟

接尘组 对照组

无吸烟

女

无吸烟

接尘组 对照组 接尘组 对照组

( 1 ) 典型星期 一症 状

( 2 ) 班后 F E V i 下降 ) 5 %

( 3 ) 班后 F E V i 下 降 ) 1 0 %

( ` ) 班前 F E V 玉 ,1’ 于预计值 5 0%

( s , F E V i /F V C ( 7 5%

( 6 )咳嗽 和 (或 ) 咯痰

( 7 )慢性 气管炎

( 8 )棉 尘病〔 ( 1 ) + ( 2 ) 〕

8
.

8

1 0
.

4

7
.

6

6
.

4

2 0
。

9

1 1
。

8

1
。

8

1 0
.

4

1 7
.

9

4
.

7

5
.

7

2
.

3

0
.

4

1 3
.

3

3
.

0

8
.

9

::

接触棉尘联 合相对危险度

( 9 5% C l )

2 7
.

8 2二 ( 1 0
.

4 1~ 7 4
.

3 8 )

1
.

3 9二 ( 1
.

1 5~ 1
.

6 8 )

1
.

6 9 . ( 1
.

1 1~ 2
.

5 9 )

0
.

7 2 . ( 0
.

5 4~ 0
.

9 4 )

1
.

2 7 ( 0
.

8 6~ 1
.

8 8 )

2
.

1 6二 ( 1
.

7 5~ 2
.

6 8 )

2
.

0 6二 ( 1
.

5 6~ 2
.

7 2 )

. P < 0
.

0 5 二 P < 0
.

0 1

3 讨论

3
.

1 棉尘病患病率及发病规律

本研究表明棉尘病患 病 率 为 1
.

7% (2 3 /

1 3 2 0 )
,

比上海 3
.

1~ 5
.

6%
` ,
川和北京 4

.

2%
〔 , ’

低
,

并随年龄
、

接尘工龄和可吸入性棉尘累积接

触量增加而增高
。

接尘工龄在10 ~ 20 年间患病

率最高
。

棉尘引起肺功能急性改变明显
,

而慢性

改变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

虽未发现吸烟男

接尘工人棉尘病患病率增高
,

但却显示两组男

吸烟者慢性 阻塞性气道疾病患病率增高
,

与香

港
〔 . ,

的研究一致
。

接尘男工无吸烟者班后 F E V
:

下降 1 0% 以上者为 6
.

4%
,

高于吸烟者 ; 同时班

前 F E V
:

小于预计值 80 %者对照组高于 接 尘 组

( 8
.

7%高于 6
.

1% )
,

也许是 由于所谓生存效

应 (或工人健康效应 )所影响
,

即接尘工人因呼

吸功能受损较严重时
,

工厂劳资部 门将其调离

接尘环境
,

因而使接尘组肺功能受损害较严重

者减少
。

在调整性别
、

吸烟因素后显示呼吸系

统异常均因接尘其联合相关危险度增高 ( F E v
:

小于预计值 80 %外 )
,

但与本次测得的一次性

可吸入性尘
、

总尘和内毒素水平却无明显的剂

量
一
反应关系

,

而与可吸入性棉尘累积接 触 量

有显著的剂量一反应关系
,

提示横断面研 究 凭

一次测得的棉尘浓度作评价是有局限性的
。

不

过本次是粗略计算累积接触量
,

准确则须有每

年测定平均浓度作为作业点接触浓度
。

3
.

2 棉尘测定和容许浓度

我 国所制定总棉尘容许浓度为 3m g / m
, ,

W H O推荐可吸入性棉尘接触限值为 0
.

2m g /

耐
` , ’ ,

本研究测定的结果 以中位数计算可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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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棉尘梳棉工序最高
,

依次是粗纱
、

并条
、

开棉清花
,

细纱筒子最低 ; 而总尘 却 以 粗 纱

最高
,

依次是梳棉
、

并条
、

细 纱筒 子
,

开 棉

清花最低
,

可见其结果是不相一 致 的
,

评 价

剂量一反应关系也有困难
。

从棉尘病患病 率 与

可吸入性棉尘累积接触量相关可见
,

等于或超

过 s m g 心 /m
3

其患病率为 4
.

7 %
,

若以 0
.

Zl n g /m

为平均浓度
,

要接尘 40 年以上其患病率才达到

4
.

7 %
,

而我国棉尘工人一般工龄为25 ~ 30 年
,

故可吸入性棉尘浓度定为 0
.

3~ o
.

4m g / m
3

是可

以接受的
。

3
.

3 棉尘病的诊断依据

sc ihl l in g
` , ,

最早提出以典型星期一症状为

诊断棉尘病的依据
,

W H O
〔 , ,

提出以典型星期

一症状作为棉尘病的分级 ( B
I

和 B 办
,

同时还

考虑呼 吸道刺激和肺功能改变 ; 我国国家职业

病诊断标准分委会提出诊断依据含典型星期一

症状和班后 F EV
:

下降10 %以上
,

I 级患者还

需考虑 F E V
I

或 F V C 小于预计值80 %
。

本研究

认为
,

典型星期一症状作为诊断棉尘病依据是

可靠的
,

肺功能作为诊断的补充使之更准确
,

而

且以班后 F E V
:

下降》 5 %作为条件是 合理

的
,

临床个体病例诊断因涉及劳保福利
,

可综

合考虑其它指标
。

3
.

4 棉尘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免疫学说在棉尘病的病因中受到重视
,

国

内外已有对棉尘工人或棉尘病患者测定免疫指

标的报道
` ” 、 ` ” 。

本研究发现
,

接尘工人机体

I醉
、

IgG 和 gI M 均比对照组高 ( P < 0
.

05 或

0
.

0 1)
,

而 A N A E 则比对照组低
,

呈体液免疫

活跃
、

细胞免疫抑制
,

其原因有待探讨
。

(本研究报告部分内容 已刊登在英 国 O
ccu

p 助 vi or n

M e d 1 9 9 5年第 5 2卷 2 6 8~ 2 7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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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作业工人鼻咽部损害的调查
辽宁省盘锦乙烯工业公司职工医院 ( 12 40 2 1) 王保金 张 艳

为探讨格化合物对鼻咽部的损害
,

我们对 12 。 名

铬作业工人进行了鼻咽部检查
,

结果报告如下
。

铬作业组为触媒分厂接触铬尘操作工 120 名
,

男

92 名
,

女 28 名
,

平均铬作业工龄 7
.

7 年
,

平 均 年 龄

3 0
.

6岁
。

另选择非铬作业的机修分厂工人 1 12 名为对

照组
,

平均工龄7
.

9年
,

平均年龄 31
.

2岁
。

以上 两 组

工人均排除有鼻咽部疾患病史
.

结果 铬作业组工人鼻咽部各损害 率
:
咽 炎 为

2 8
.

33 %
,

鼻炎为 40
.

83 %
,

鼻中隔糜烂为 2 2
.

5%
,

鼻

中隔溃疡为 5 %
,

鼻中隔穿孔为 2
.

5%
。

对照组工人

鼻咽部各损害率
:
咽炎为 9

.

82 %
,

鼻炎为 1 1
.

61 %
,

其

它损害未检出
。

两组间各损害比较
,

差异均有非常显

著性 ( P < 0
.

0 1 )
。

但铬作业组工人鼻咽部损害率未见

有明显 的随工龄变化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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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腰肌劳损 18 例临床观察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 1 10 02 4 )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侯 率

田 万静

本组共 18 例腰肌劳损患者
,

均经外科明确诊断而

来诊
。

其 中从事搬运作业人员 n 名
,

从事修理
、

维修

等作业人员 7 名 ; 男 13 例
,

女 5 例 , 最大年龄 56 岁
,

最小年龄 2 7岁 , 病程最长四年半
,

最短两个月
。

1 一般临床资料

取穴 主穴
,

取双侧肾俞和后溪 ; 配穴
,

根据疼

痛部位酌取志室
、

三焦俞
、

膀胧俞
、

白环俞 , 腰部牵

连腿痛者加环跳
、

委中 , 年老体弱者加太溪
、

承山
。

治法 取适宜毫针对所选穴位行顺 时 针 捻 转补

法
,

留针2 5分钟
,

每 日 1 次
,

10 次为一疗程
,

休息 1

日再继续下一疗程
。

疗效标准 痊愈
:

症状完全消失
,

恢复正常 , 显

效
:

症状大为减轻 , 好转
:

症状有所缓解 , 无效
:
症

状无改善或加重
。

本组 18 例患者治疗后痊愈 14 例
,

显效 3 例
,

好转

1 例
,

总有效率为 100 %
,

痊愈率为 77
.

8%
。

2 典纽翻例

王某
,

男
,

35 岁
,

汽车修理工人
,

1 9 9 3年 10 月22

日来诊
。

患者自诉来就诊前四个月
,

腰部两侧时感疼

痛
,

并每于工作劳累后加重
,

自服止痛片 症 状 无 缓

解
,
遂到我院外科就诊

。

腰部经作 X 光检查未见异

常
,

结合病史等表现诊为腰肌劳损
,

转入我科治疗
。

治疗
:
取患者双侧肾俞

、

后溪
、

志室
、

膀胧俞
,

行顺

时针捻转补法
,

留针25 分钟
,

每 日治疗 1 次
。

经 4 次

治疗后
,

患者症状即大为减轻
,

后又针 6 次
,

疾病痊

愈
,

随诊未见复发
。

3 体会与讨论

腰肌劳损
,

祖国 医学认为该病是由于腰部气血亏

虚
,

络脉损伤
,

经络气血寮滞所致
。

根据 祖 国 医学
“

通则不痛
” 、 “

痛则不通
’

的理论采用针刺活血
、

化

寮
,

琉通经脉气血
,

使疾滞得消
。

临床实践表明
,

患

者治疗越及时
,

病程越短
、

体质越好
,

治疗效果也越

佳
。

另外
,

长期从事搬运作业
,

过度从事抬
、

背
、

挑

等体力作业人员应注重自身保养
,

劳逸有节
,

以预防

该病的发生
、

发展和防止痊愈后的复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