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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矿矽肺与石墨尘肺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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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是一种用途广泛的非金属矿物
,

在其生产和

加工过程中可产生大量矽尘和石墨粉尘
,

从而导致矽

肺和石墨尘肺
。

1 9 9 0年我们在山东南墅石墨矿进行了

全面的劳动卫生学调查和尘肺流行病学调查
,

分析比

较了两种尘肺的发生发展情况及其临床特点
,

现报道

如下
。

1 内容和方法

飞
.

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了解石墨的生产过程
,

收集该矿 1 9 5 8~ 1 9 9 0年粉

尘监测资料
,

计算各车间工段每年份的粉尘浓度 (几

何均数 ) ,

缺少粉尘资料的年份
,

用外推内插法补充
。

1
.

2 尘肺流行病学调查

选择 1 9 5 8~ 1 9 9 0年单纯接触矽尘或石墨粉尘 1 年

以上并有系列 X线胸片者 1 4 5 1人为调查对象
,

观察 32

年来的发病情况和累积接尘量 (m g
.

yr )

某工人累积接尘量 ( m g
.

y )r = 艺 C IT i

1
。

3 肺功能检测

对部分 I 期尘肺患者进行 V C , F V C , F E V
:
和

M V V 测定
,

按照重体力劳动者的预计值 计 算 公 式

(张维德
.

山东医药
.

1 9 84 ) ,

计算每个人的预计值
,

以实测值 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做为肺功能评价指标
。

结果

生产现场粉尘浓度

石墨的生产过程分为采矿
、

裹 2

选矿和加工
。

采矿过

程主要产生矽尘
,

游离 51 0 1含量为 6
.

21 % ~ 4 3
.

2 9 %
,

平均粉尘浓度为 1 2
。

5 2 m g / m
3 , 选矿和加工过程产生

石墨粉尘
,

游离 5 10 2含量为 O~ 3 %
,

平均粉尘浓度

为8
.

0 5m g / m
’ 。

2
.

2 两种尘肺的发病情况

我们用寿命表推算出该矿矽肺和石墨尘肺不同接

尘量的发病概率
,

然后将接尘量的组中值转化为平方

根值
,

将发病概率转化为 L og it 〔L og it = ih ( P / 1
一

)P 〕

做两者的柑关回归分析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

9 43 2 和

0
.

0 9 0 5
,

回归 方程为
: Y矽 = 一 7

.

6 6 5 6 + o
.

2 6 o 6X ,

Y石墨 = 一 7
.

978 。 + 0
.

2 3 2 6 X ( Y为 L o g it
,

X 为接尘量

组中值的平方根 )
。

按此方程计算
,

相同的接尘量
,

矽肺的发病概率大于石墨尘肺
,

见表 1
。

裹 1 两种尘肺的发病概率比较

累积粉尘接触盈 ( m .g y )r 矽肺 石墨尘肺

0~ 0
.

2 9 4 2 0
.

1 7 7 3

1 0 0~ 1
.

12 4 1 0
.

5 8 8 6

2 0 0~ 2
.

79 7 3 1
.

3 3 83

3 0 0~ 5
.

7 69 2 2
.

59 2 1

4 0 Q~ 1 0
.

5 2 2 8 4
.

5 4 8 6

5 0 0~ 1 7
.

4 0 8 0 7
.

42 5 8

2
.

3 两种尘肺的发病工龄和晋期年限

见表 2
。

两种尘肺的发病工龄和晋期年限 (年 )

发 病 工 龄

例数 范围 X 土 S

I ` I 晋期年限 , ` I 晋期年限

例数 范围 X 士 S 例致 范围 X 土 S

矽 肺 3 9 2
.

5 8~ 3 4
.

17 1 6
.

8 6士 7
.

0 1 1 1 1
.

0 0~ 9
.

5 0 3
.

6 6 士 2
.

6 1 3 3
.

9 2~ 1 4
.

4 2 1 3
.

4 7士 9
.

12

石吕 尘肺 6 5 8
.

9 2一之3
.

6 7 1 9
.

6 0士 4
.

9 4 1 4 1
.

2 0~ 9
.

2 8 6
.

0 7士 2
.

G3 0 一 一

P < 0
.

0 5 < 0
.

0 5

2
.

4 两种尘肺的临床表现 发展
,

小阴影聚集融合并出现大阴影
。

矽肺的类圆形

2
。

4
.

I X线表现形态 石墨尘肺表现为纹理增 粗
、

小 阴影较石墨尘肺孤立且密度高
,

其纹理改变少于石

紊乱
、

变形并交织成网
,

在网状阴影的背景上出现密 墨尘肺
。

度较低
、

边缘不清的 乍
”

影
,

肺野呈毛玻璃状 , 矽肺 2
.

4
.

2 肺功能测定结呆 见表 3
。

经统计学分析
,

各

以争
, ,

恤
”

影为主
,

早期小阴影成旗出现
,
随着病情 项指标两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P ) 。

.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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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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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士 S)

例数 V C % F V C % M V V %

5077 5690矽 肺

石 墨尘 肺 ;;
81

.

5 3士 1 7
.

5 5

8 7
.

5 6士 1 4
.

51

81
.

49 士 1 7
.

01

8 6
.

5 6士 1 5
.

6 4

F E V皿%

。

9 3士 2穷
.

.

7 6士 1 8
.

81
.

1 3士 2 8
。

89

8 7
.

81 士 1 6
.

3 8

3 讨论

石墨尘肺是由单纯的石墨粉尘引起
,

基本病理改

变为肺组织内弥漫性石墨粉尘细胞灶和石墨粉尘纤维

灶及灶周肺气肿
,

X线表现为网影基础上的争
”

形小阴

影 , 矽肺 的基本病变是矽结节和弥漫性间 质纤 维 增

生
,

X 线表现为较典型的 ,tP
”

和
“

q ”
影

。

因矽尘的致

纤维化程度强于石墨粉尘
,

矽肺的小阻影密度较石墨

尘肺高且边缘清晰
。

该矿两种尘肺的发病情况调查显示
,

矽肺的发病

工龄和晋期年限低于石墨尘肺 ; 相同的粉尘接触量
,

矽肺的发病概率大于石墨尘肺
。

由此我们认为矽尘的

致病作用大于石墨粉尘
。

因肺的代偿能力很强
,

尘肺患者的肺功能改变出

现较晚
。

本次调查矽肺组患者的各项肺功能指标虽低

于石墨尘肺组
,

但无显著性差异
,

所以矽尘对肺功能

的损伤程度是否大于石墨粉尘
,

有待进一步观察
。

根据矽肺和石墨尘肺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方 程

,

假

设一人一生工作时间为 30 年
,

发 病 概率为 1 %的粉尘

最高容许浓度分别为 4
.

64 m g /m 3和 7
.

06 翔 g /m 3 ,

而

该矿实际粉尘浓度分别为 1 2
.

52 m g / m 3 和 8
.

05 m g

/ m
3 ,

所 以必须加强粉尘治理
,

改善作业环境以减少

尘肺的发生
.

洗涤剂生产环境中苯对人体危害的调查

辽宁省友谊医院 ( 1 1 0 0 4 2) 姜陆陆

在洗涤剂合成过程 中
,

以 a 一烯烃和苯为主要原料

的烷基化反应中
,

有苯蒸气逸散于工作环境
,

对作业

工人身体健康可造成危害
。

为此我们测定了生产环境

中的苯浓度
,

并对工人进行了健康检查
,

以了解苯对

人体的危害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环境调查 空气中苯浓度测定
,

选择烷基 化 反

应过程的各工序
,

以及工人经常活动的区域
,

用携带

式气体采样器
,

气泡吸收管以 0
.

I L /m i m 速度采集 I L

样品
.

用乙醚
一
丙酮比色法进行分析

。

按每天 工 作 8

小时
,

每小时采集一次
,

用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统计
,

并对分析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及评价
。

1
.

2 体检 对烷基化反应过程的 5个岗位 55 名工人进

行了体检
,

选择 白细胞计数作为判定苯危害的指标
。

2 结果

见表 1 及表 2

从表 1
,

2可见环境中浓度平均超标 5 倍左右
,

超

标率为 1 0 0 %
,

W B C镇 4
.

0 x l o ’ / L 者共占5
.

4 %
。

3 讨论

通过现场环境和人体调查可看出生产环境中苯浓

度超标
,

其作业人员白细胞下降有一定的趋向
。

环境

裹 1 洗涤剂车间环境监测 ( m g / m 3 )

岗 位

倒 料

碱洗脱苯

缩 合

泥脚处理

化 验 室

监测结果 x( ) 超标倍 数

2 9 4
.

0 6
.

3 5

2 3 6
.

0 4
.

9 0

2 0 7
.

0 4
.

1 8

2 4 5
.

0 5
.

5 8

1 4 5
.

0 2
.

6 0

裹 2 55 例苯作业工人白细胞总数分析

( 4
.

0 x 1 0 , / L

例数 %

> 4
.

0 又 1 0。 / L

例 数 %

óUóU0.D好̀,̀Ò
ù
上,上1儿11QU, 1,1J.二倒 料

碱洗脱苯

缩 合

泥脚处理

化 脸 室

0 0

1 0 18
.

2

中苯浓度超标
,

短期内吸入
,

可在几天内 基 本 经 代

谢
、

转化排出体外
,

而长期反复吸入者
,

随着蓄积量

的增加
,

而延长排出时间
,

引起造血器官的损害
,

可

发生白细胞的降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