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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氢
、

对肺功能慢性影响的探讨

济宁市卫生防疫站 ( 27 21 45 )

李 芳 杨如景 王庆标 高 健

磷化氢用于防治储粮害虫在我国已有三十余年的 量 (V )C
,

每分最大通气量 (M V V )
,

用力肺活量

历史
。

近年逐渐为磷化铝取代
,

磷化铝吸收水分产生 (F V )C
,

据用力呼气曲线计算 F E V I ,

MM E F 及

磷化氢
,

起杀虫作用
。

至今
,

对磷化氢慢性影响研究 V
。 . ,

V 2 5 ,

所测肺量值均换算 成 B T P S 状态值
。

较少
,

且多限于临床症状
、

体征及心
、

肝
、

骨骼等改 ( 3 )每个受试者均按当地健康农民 的预计值回归方程

变的研究
,

对肺通气功能的慢性影响尚未见报道
。

为 求算正常预计值
,

以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为变量

此
,

我们对接触磷化氢的粮保人员及部分用磷化铝熏 进行比较
,

其中 V C
,

F V C
,

M V V , F E V
:
以 低

蒸贮粮的农民进行了肺功能测试分析
。

于预计值 的80 %
,

M M E F ,

V
。 . ,

V : 、

低于预计值 的

1
.

对象及方法 70 %为异常
。

1
.

1 调查对象 选择粮库保管员 55 名作为 A组
,

均为 2 结果

男性
,

年龄 21 一 50 岁
,

接触时间为 1
.

5~ 20 年
,

平均 2
.

1 基本情况 A
, B ,

C三组平均年龄
、

身高
、

体重

1 2
.

53年
。

以用磷化铝灭虫贮粮的农民 53 人 (男 28 人
,

及吸烟率均相近
,

无统计学差异
,

且三组生活水平及

女 25 人 ) 作为 B 组
,

其年龄 18 一 54 岁
,

接触时间为 2 劳动强度均近似
,

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

~ 16 年
,

平均 1 0
.

8 4年
。

2
.

2 各组肺量值均值及比较 V C
,

F V C , F E V : 三项

对照组 ( C 组 ) 为无慢性呼吸道病史及无尘
、

毒 指标观察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别
,

但两个 观 察 组 的

接触史的农民 10 8人 (男 62
,

女 46 人 )
,

其生活 习惯
、

M V V 与对照组相比均呈明显降低
,

男性P < 0
.

01
,

女

劳动强度均与观察组相近
。

性P < 0
.

05
,

且两观察组间男 (性 )亦有显著差异
,

农

1
.

2 肺功能的测定 ( 1) 详细询问受检者病史
、

接触 村组明显低于粮库组
, P < 0

.

01
6

小气道功能 V 2 5 ,

史
、

吸烟量 ( 日吸烟支数 x 吸烟年数 ) ,

测量记录身 V
。 。
农村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及

,

粮库组
,

详见表 1
。

高
、

体重
。

( 2 ) 用上海产 F J D 一
80 肺量计依次测肺活

裹 1 各组肺量值比较 (X 士 s)

B C

A

—一
男 女 男 女

n 5 5 2 8 2 5 6 2 4 6

V C 4
.

57 2土 0
.

5 5 5 4
.

5 8 6士 0
.

6 6 3 3
.

1 7 2士 0
.

4 2 8 4
.

6 1 0 士 0
.

3 4 3 3
.

2 4 0士 0
.

2 6 3

F V C 4
.

7 2 3 士 0
.

6 0 8 4
.

7 8 8 上 0
.

6 1 3 3
.

3 6 3土 0
.

47 2 4
.

8 2 4 士 0
.

3 80 3
.

4 2 6士 0
.

2 7 2

F E V i 3
.

7 1 1士 0
.

5 1 6 3
.

6 5 6土 0
.

6 3 0 2
.

5 14出 0
.

4 1 3 3
.

66 9士 Q
.

4 97 2
.

5 7 4土 0
.

3 6 1

M V V 10 4
.

2 5 2士 7
.

0 2 2二 9 7
.

7 3 5士 6
.

3 8 5二 77
.

3 94 士 6
.

0 8 3 . 1 0 8
.

4 8 6士 6
.

2 8 7 8 0
.

0 4 6士 6
.

1 4 4

M M E F 3
.

3 2 4士 0
.

7 4 9 3
.

0 82 士 0
.

8 0 4 2
.

2 1 1土 0
.

6 5 6 . 3
.

2 7 5士 0
.

5 7 7 2
.

5 3 6土 0
.

50 5

V s 0 4
.

1 6 8士 0
.

6 0 5 4
.

1 5 1土 0
.

8 9 3 2
.

8 3 2土 0
.

8 5 6 . 4
.

2 3 6 士 0
.

9 8 1 3
.

2 8 6土 1
.

02 1

V : 5 1
.

5 2 6 土 Q
.

4 0 7 1
.

2 6 9土 0
.

5 3 3二 1
.

1 0 9士 0
.

3 8 5二 1
.

6 3 5土 0
.

4 1 3 1
.

5 8 3土 Q
.

43 7

注 : 容 t 单位L
,

流速单位 L / 5
. P < 。

.

0 5 二 P < 0
.

01

2
.

3 各组异常检出率 肺功能异常检出率依次为农村 F V C
,

F E V : ,

M V V
,

M M E F ,异常检出率无显著差

组 ( 32
.

1% ) > 对照组 ( 23
.

1% ) > 粮库组 ( 2 1
.

8% ) ,

经 异
。

小气道功能异常检 出率农村组 V
。 . ,

V Z。及粮库

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 ( P > 0
.

05 )
.

观察组 2 9例肺功 组 V Z :
显著高于对照 组

,

P 值 依 次 为 < 0
.

05
,

能异常者中
,

阻塞性 19 例
,

占6 5
.

52 %
,

限制性 4 例
,

< O
。

01
,

< O
。
0 50

占13
.

79 %
,

棍合性 6 例
,

占2 0
.

6 9%
。

2
.

5 接触年限与肺功能的关系 肺功能异常检出 率

2
.

4 各指标异常检出率 三组常规肺功能指标 (V C
,

随H , P接触年限的延长而显著增加
,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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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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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3 P接触年限与肺功能异常率的关系

接胜 年限

( 年 )

A组

受位数 异常致 异常率 ( % )

B组

受检傲 异常掀 异常率 《% )

合 计

受枪致 异常欲 异常率 (% )

0 ~

5 ee

1 0 ee

1 5 ee

2 0 or

1 1

1 9

1 7

1 0
.

5 3

2 3
.

5 3

6 Q
。

00

10 0
.

00

;:
1 8

。

7 5

4 0
.

9 1

5 5
.

5 6

1 7

3 5

3 9

1 4

1 4
.

2 9

3 3
.

3 3

5 7
.

1 4

1 0 0
.

00

合计 5 5 2 1
.

名2 3 2
.

0 8 1 0 8 2 9 2 6
.

3 5

大 2 ( P ) 19
.

5 4 ( < 0
.

0 1 ) 2 2
.

8 3 ( < 0
.

0 1 ) 2 4
.

6 0 ( < 0
.

0 1 )

3 讨论

磷化氢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

刺激呼吸道粘膜
,

可

致充血
、

水肿
。

本次结果表明
: ( 1 )常规通气功能除

M V V 均值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

农村组低于粮库组外
,

其余肺量值 (V C
,

F V C
,

F E V : ) 基本无改变 , MM E F

仅农村女性观察组降低
,

但二者的异常检出率三组无

统计学差异
,

尚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观察
。

( 2 )小气

道功能农村组显著低于粮库组及对照组 ( P < 。 。。 1)
,

且农村组 V 2 5 ,

V
。 . ,

粮库组V : 、
异常检出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 ( P值依次为 < 0
.

0 1
,

< 0
.

05
,

< 0
.

05 ) ,

示

磷化氢慢性作用对小气道功能有明显影响
。

此与临床

上无症状
、

体征
,

常规肺功能检查不易发现的损伤可

首先表现为小气道功能的异常相符
。

( 3 )肺功能受损

以农村组为著
,

调查中发现
:

粮仓在薰蒸期磷化氢浓

度虽高 (可达 20 0 I n g / m 3 ) ,

但工人在仓内时间短暂
,

且佩带防毒面具
,

个人防护较好
。

而仓外环境浓度较

低
,

经监测在熏蒸第 8 天开仓放气时其下风侧 5 米处

仅为 0
.

26 m g /m 3 ,

低于国家规定的车间内最高容许

浓度 0
.

3m g / m
3 。

而农户则是人
、

粮同室
,

磷化氢浓

度虽较低 (熏燕 24 h达 3
.

86 11唱 / m 3 ) ,

但实际接触

时间要长得多
。

农村组女性肺功能降低明显更说明了

这一点
。

调查中还发现
,

粮仓每年仅需熏蒸一次
,

而

农户则需熏燕两次
。

更有甚者
,

有的农户不按碑化铝

的使用说明
,

有长期或超量使用磷化铝的现象
。

( 4 )

接触组肺功能异常以阻塞性为主
,

符合刺激性气体所

致 的呼吸道损害特点
。

随着接触磷化氢年限的增加肺

功能异常率明显增加
,

说明肺功能损害与接触工龄有

密切关系
。

调查结果表明
,

磷化氢慢性接触肺功 能 改 变以

M V v
,

M M E F
,

v
。 . ,

v Z 。
等指标较敏感

。

肺功能

改变以阻塞性为主
。

肺功能异常率依次为农村组 > 粮

库组 > 对照组
,

但无统计学意义
。

肺功能异常率随接

触年限增加呈明显增加
。

各指标异常检出率以 V Z s ,

V 。 。
为高

,

且农村组 > 粮库组卜对照组
,

说明礴化氢

住性作用对小气道功能有显著影响
。

建议今后在礴化

组
、

磷化铝等杀虫剂的使用
、

管理及安全防护方面加

强宣传
,

使用户充分认识其危害性
,

增强个休防护意

识
,

以降低其危害
,

保护广大用户的身体健康
。

(上接第 3 2 5页 )

常对照组
,

提示在染石英尘早期大鼠肺实质可

出现纤维化性质的改变
。

随染尘时间延长
,

这

种纤维状物质相互交织
、

融合成束 状 和 索 条

状
,

直径约 2 ~ 5“ m
,

推测这种纤维状物 质 可

能是胶原纤维的前身
,

但有待进一步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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