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9 6 年第 9 卷第 z 期

滑石粉尘对接尘工人肺通气功能

影响的配对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 尘肺研究室 ( 1 1 0 0 0 1) 刘 扬 楼介 治

海城市卫生防疫站 赵殿玉 杨魁威

提 要 本文按照配对设计方法
,

以年龄
、

身高
、

体重与吸烟习惯等作为配对条件
,

进行了滑石接尘工人

肺功能损害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无论吸烟与否
,

接尘组 F v C
,

F E V
, ,

M M F
,

P E F
,

V
S。 ,

V
2 5

等指标的实测值
,

实

测值占预计值%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

肺功能异常率明显升高
,

且多具有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意义
。

关键词 滑石粉尘 肺功能 配对研究

文献中迄今尚无有关滑石接尘工人肺功

能损害配对研究的报道
。

本文在海城滑石矿对

接尘与对照工人进行了肺功能的配对分析
。

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按配对设计方法
,

对从事滑石接尘作业 5

年以上的 1 03 名男性矿工进行了肺功能测定
,

另在本地 区对不接触尘毒
、

劳动强度相似的

1 03 名男工进行了相同项 目的测定
。

配对条件

为
:

年龄差 不超过 士 2岁
,

身高差不超 过 士

cZ m
,

体重差不超过士 kZ g
,

吸烟者 的习惯相

同
,

其吸烟量差别不超过士 3 包年量 (包年量

的估算一每天吸烟包数 火 吸烟年限 )
。

滑石接

尘工人的平均接尘工龄为 18
.

7士 9
.

5年
。

1
.

2 月市功能的测定与计算方法

用 日本产 S T 一 3 00 型肺功能仪
,

测定每

位受检者的 F V C
,

F E V
, ,

M M F
,

P E F
,

v
s。 ,

V
2 5

等肺功能指标
。

依据本文作者对这一地 区

79 名不吸烟对 照男工计算 出来的肺功能预计

值公式
,

计算出每名受检者肺功能预计值
。

肺

功能异常判定标准为
:

F V C
,

F E V
,

低于预计值

的 8 0 % ; M M F
,

p E F
,

V
S。 ,

V
2 5

低于预计值的

7 0 %
。

1
.

3 分析方法

全部资料输入微机
,

用 F o x b a s e
软件建立

数据库
,

用 S A S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

2 结果

2
.

1 配对后接尘组与对照组年龄
、

身高
、

体

重的比较

见表 1

表 1 接尘组与对照组配对后年龄
、

身高
、

体重的比较 x( 士 S D )

吸 烟 ( 8 1 ) 不吸烟 ( 2 2 )

指 标
接尘组 对照组 差 值 接尘组 对照组 差 值

年龄 (岁 )

身高 ( e m )

体重 ( k g )

5 0
.

7 3士 7
.

8 6

1 6 5
.

8 8士 5
.

1 2

6 0
.

5 6士 6
.

0 8

5 0
.

7 7土 7
.

6 1

1 6 6
.

1 6士 5
.

0 7

6 0
.

3 6士 5
.

9 3

一 0
.

0 4士 1
.

4 8

一 0
.

2 8士 1
.

3 3

0
.

2 0士 1
.

5 8

5 3
.

1 4士 8
.

2 2

1 6 5
.

3 2士 5
.

2 5

6 5
.

2 3土 7
.

0 4

53
.

18士 8
.

3 4

1 6 5
.

4 5士 4
.

9 3

6 5
.

7 7士 7
.

1 0

0
.

0 5士 1
.

4 3

一 0
.

1 4士 1
.

3 9

一 0
.

5 5士 1
.

3 7

由表 1 可见
,

接尘组与对照组年龄
、

身高
、

较

体重之间均未见有意义的差别 (尸> 0
.

0 5)
。

见表 2
。

2
.

2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实测值的配对 比 由表 2 可见
,

不论吸烟与否
,

接尘组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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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实测值的配对比较 ( X士 S D )

吸 烟 ( 8 2 ) 不吸烟 ( 2 2 )

指 标

— —
接尘组 对照组 差 值 接尘组 对照组 差 值

F V C ( L ) 3
.

2 0士 0
.

7 9 3
.

7 2士 0
.

7 3 一 0
.

5 2士 0
.

8 8
釜 关 3

.

0 8士 0
.

6 4 3
.

4 6士 0
.

6 3 一 0
·

3 8士 l
·

0 4

F E V z ( L ) 2
.

5 4士 0
.

72 2
.

9 9士 0
.

6 7 一 0
.

4 4士 0
.

7 5 釜 爷
2

.

4 2士 0
.

5 2 2
.

8 8士 0
·

5 9 一 0
·

4 5士 0
·

8 8
关

M M F ( L / S ) 2
.

5 3士 1
.

0 1 2
.

9 4士 1
.

1 5 一 0
.

4 2士 1
.

2 8 , `
2

.

3 6土 0
.

7 3 3
·

2 0士 1
·

2 5 一 0
·

8 4士 1
·

5 3
并

P E F ( L / S ) 5
.

3 4士 2
.

3 1 2
.

9 4士 1
.

1 5 一 2
.

7 0士 3
.

16 , , 4
.

0 3士 1
.

5 2 8
.

3 3士 2
.

5 0 一 4
·

0 3士 3
·

1 5

“
V S。 ( L / S ) 2

.

9 5士 1
.

2 3 3
.

8 6土 1
.

4 0 一 0
.

9 1士 1
.

6 3
关 关

2
.

9 7士 0
.

8 3 4
·

2 8士 l
·

4 7 一 1
·

4 8士 1
·

8 6
并 釜

V o s ( L / S ) 1
.

3 4士 0
.

64 1
.

6 4士 0
.

8 7 一 0
.

3 0士 1
.

0 7
* ,

1
.

2 8士 0
.

5 5 1
·

6 6士 0
·

6 3 一 0
·

3 8士 0
·

8 6

苦
P < 0

.

0 5 , 关 苦
尸 < 0

.

0 1

能各项指标的实测值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

其 2
.

3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实测值占预计

差值经配对 t 检验
,

除不吸烟组的 F V C
,

v
2 5

外 值 %的配对比较

均具有显著或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见表 3
。

表 3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实测值 /预计值 (写 ) 的配对比较 ( X 士 S D )

吸 烟 ( 8 1 ) 不吸烟 ( 2 2 )

指 标

— —
接尘组 对照组 差 值 接尘组 对照组 差 值

F V C

F E V
I

M M F

P E F

V s o

V 2 5

9 4
.

2 9士 2 0
.

4 0

8 8
.

7 0士 2 2
.

4 8

8 1
.

0 0士 3 0
.

9 8

6 9
.

6 7士 3 1
.

3 0

7 4
.

4 8士 3 0
.

1 1

8 4
.

0 2士 3 7
.

0 2

1 0 9
.

3 2士 1 6
.

9 7

1 0 3
.

7 3士 1 8
.

1 7

9 3
.

5 0士 3 2
.

6 0

1 0 4
.

4 6士 2 8
.

0 9

9 7
.

0 7士 3 2
.

2 2

1 0 3
.

6 3士 5 3
.

1 7

一 1 5
.

0 2士 2 5
.

8 4 关 关

一 1 5
.

0 2土 2 6
.

2 5
关 关

一 1 2
.

5 0士 4 0
.

0 4 釜 肠

一 3 4
.

8 8士 4 1
.

4 9 开 朴

一 2 2
.

6 9士 4 0
.

6 9
书 关

一 1 9
.

6 0士 6 6
.

4 3 关 关

9 5
.

0 9士 2 1
.

54

8 9
.

2 2士 2 0
.

7 4

8 1
.

0 4士 2 6
.

5 1

5 7
.

8 6士 2 3
.

4 2

7 4
.

6 4士 2 4
.

0 7

8 5
.

1 8士 3 2
.

2 6

10 6
.

14士 2 1
.

4 5

10 4
.

9 5士 20
.

6 7

10 8
.

7 3士 4 3
.

6 5

1 0 8
.

27士 2 9
.

6 9

1 1 3
.

9 1士 4 1
.

6 7

1 1 1
.

5 9士 4 4
.

2 3

一 1 1
.

0 5土 3 2
.

7 1

一 1 5
.

7 2士 3 2
.

34 价

一 2 7
.

6 8士 5 2
.

44 苦

一 5 0
.

4 1士 3 8
.

5 6 关

一 39
.

2 7士 4 9
.

9 6 苦

一 2 6
.

4 1士 5 8
.

1 5 并

釜
尸 < 0

.

0 5
, 关 关

尸 < 0
.

0 1

不论吸烟与否
,

接尘组肺功能各项指标的

实测值占预计值 %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

其差

值经配对 t 检验
,

除不吸烟组的 F V C 外均具有

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意义
。

2
.

4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异常率的配对 比

较

如表 4 所示
,

接尘组不论吸烟与否
,

肺功

能各项指标的异常率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

经

检验
,

吸烟组各项指标
,

不吸烟组的 P E F 具有

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意义
。

表 4 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异常率 ( % )的配对比较

指 标
吸 烟 ( 8 1 ) 不 吸 烟 ( 2 2 )

接尘组 对照组 接尘组 对照组

556464096409.41313象13.9

釜 关

RtJ月bQU,l月l11Q白八j
l.工Qó,é

……
O吕咋了内匕n601了1五Q乙八jób

盛LL人9é174175350569.6.719121624F V C

F E V -

M M F

P E F

V
s o

V 25

2 3
.

4 6
关 关

29
.

6 3
关 关

3 5
.

8 0 苦

56
.

7 9 关 赞

4 6
.

9 1
关 关

4 3
.

2 1 釜

* P < 0
.

0 5
签 关

尸 < 0
.

0 1

3 讨论

滑石粉尘对接尘工人肺功能影响的研究
,

迄今文献中 已有一 些 报 道
。

lK ie fn el d 等于

1 9 64 年对 43 名工龄 10 年以上的滑石接尘工

人进行 了肺功能检测
,

结果表 明
,

接尘工人

V C
,

F V C
,

F E V
, ,

M M F 等指标均较对照组显

著下降
〔` 〕 。

W
a g m a n

与 J
o h n

等也分别进行了

这方面的研究
,

并获得了类同的结果
〔 ,

·
3 , 。

国内

自 6 0年代以来也有过一些关于滑石接尘工人

肺功能损害的报道
〔̀

,

5〕 。

但应用配对方法进行

滑石接尘与对照工人肺功能 比较分析 的研究

迄今尚未见有报道
。

配对分析是 减少组 间误

差
,

保持组间均衡性 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
。

本文以年龄
、

身高
、

体重
、

吸烟习惯等作为配

对条件
,

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因素可能对肺功能

的影响
,

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

结果

表明
,

无论 吸烟 与否
,

接尘组 F V C
,

F E V
: ,

M M F
,

P E F
,

v
s。 ,

v
2 5

等肺功能指标实测值
、

实

测值占预计值%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

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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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则明显升高
,

多具有显著或非常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
。

因此
,

切实搞好防尘工作
,

对保

护滑石接尘工人的肺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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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几种新型防噪声耳塞

北京 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 (1 。 0 0 8 3) 赵一鸣

耳塞是一类简单实用的个体防护用品
。

我国科技

工作者在近几十年里研制并在现场试验了多种类型的

耳塞
,

但某些性能 (尤其是舒适性 ) 存在问题
,

实际使

用中难以被工人接受
,

耳塞佩带率很低
。

最近
,

我国 从

国外引进了几种新型耳塞
,

并在部分工业企业试用 中

发现它们的性能 (尤其是舒适性 ) 已有很大的改善
,

使

用效果 良好
,

得到工人
、

安技人员和工厂领导的肯定
。

本文重点介绍这几种耳塞的特点及我们在试用中摸索

到的一些经验
,

供各单位治理 噪声时参考
。

1 慢回弹耳塞 (主要生产厂商
:

e a r b o t
、

3M 和 B i一s o
m

等 )

呈圆柱状
,

用慢回弹塑料制成
,

不 同厂家
、

不同型

号的产品外型略有差异
。

使用时用拇指和食指将耳塞揉

搓成细长条状
,

迅速放入外耳道内
,

耳塞慢慢回弹膨胀
,

与外耳道壁贴合
,

通过慢回弹材料的声阻衰减进入内耳

的声波
,

达到降低噪声危害的 目的
。

这类耳塞的优点是

价格低
、

阻断噪声的效果好 ;缺点是使用寿命较短
,

需经

过专门训练才能掌握正确的佩带方法
,

日常使用中佩带

不够方便
,

已有部分听力丧失的工人使用时可能出现语

言交流障碍
。

目前国产慢回弹耳塞的材料回弹速度太

快
,

佩带时可能出现外耳道胀痛等不舒适感
。

2 松树状耳塞 (生产厂商
:

c ar ho )t

采用硅橡胶制成
,

有 3 层柔软的伞状边缘
。

伞状边

缘呈弯曲状
,

可 以与外耳道壁接触
,

封闭外耳道
,

并通

过空气与硅橡胶界面形成的声阻衰减进入外耳道的声

音
。

这种耳塞的优点是
,

对语言交流的影响很小
,

使用

寿命长
,

佩带比较方便
;
缺点是对低频噪声的阻断效果

很差
,

只适用于高频噪声的个体防护
;
同时价格较高

,

一次性资金投 入较大
。

3 蘑菇型耳塞 (生产厂商
:

c ar bo )t

前部采用新型慢回弹硅橡胶材料制成
,

可 以适应

不同个体外耳道入 口的形状
,

起到 良好的隔声作用
。

耳

塞后 部有一个 软塑 料手柄
,

便于佩带
。

该耳塞 1 9 9 4 年

投放国际市场
,

其优点是佩带方便
,

对低频噪声有较好

的阻断作用
,

舒适性好
,

使用寿命较长
,

价格适中
,

适

用于各种类型工业噪声 (尤其是工业脉冲噪声 )的个体

防护
,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耳塞
。

这三类耳塞对高频声波的衰减较强
,

对低频衰减

较弱
,

可以明显衰减生产环境中的噪声
,

同时不影响工

人的语言交流
。

但不同的耳塞对低频衰减的程度不同
,

应根据车间噪声的性质和工人的工作情况选用
。

松树

型和 蘑菇 型耳 塞的后部都有手柄
,

适用于需要频繁佩

带耳塞和 手上经常沾染油污的工人使用
。

与工程治理相 比
,

用耳塞治理噪声的投资小
、

效果

肯定
。

在当前多数企业无力投入大量资金治理噪声的

情况下
,

用耳塞进行个体防护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

方法
。

实践证明
,

本文介绍的几种新型耳塞 已能较好地

满足我国工业企业中噪声个体防护的需要
。

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
,

越来越多的耳塞将进入我国劳保用品市

场
。

通过比较
,

我们将找到各种具有特色的耳 塞
,

更好

地满足各类企业噪声治理的需要
。

(收稿
: 1 9 9 5一 1 1一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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