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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粉尘危害性的研究

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l 5 0 0 1 0) 宁滨莲 (综述 ) 冯克玉 ( 审校 )

沸石 ( Z
e o li t e ) 化学式为

:

A m B p O
Z p

·
n

H
Z
O

,

是

沸石族矿物的总称
,

是一种含水的架状铝硅酸盐矿物
,

其结构一般由三维硅 (铝 ) 氧格架组成
。

到 目前为止
,

全世界已发现 43 种 (1, 2〕 ,

我国已发现 12 种
,

已被大量

利用的是斜发沸石和丝光沸石
。

人们利用沸石的热稳

定性
、

耐酸性等优良性能为人类造福
。

随着工农业生产

的发展
,

国内对沸石的开发
、

利用 日益增加
,

已有 20

个省
、

1 50 余处厂矿进行开采
,

但沸石粉尘的危害性即

致肺纤维化
、

致肺癌的研究 目前国内尚无报导
。

近年来

国外 已有少量报道
。

现就沸石 粉尘危害性流行病学调

查及实验研究作一综述
。

1 沸石粉尘致肺纤维化性

1 9 5 5 年 C
a s e y

一
K R 曾报道了 2 名患者

,

他们生活

在土耳其 N ve ad
a
含沸石地区

,

呈现特发性胸膜增厚

和肺纤维化
,

认为肺纤维化与沸石 的广泛肺沉着有

关
〔 , 〕 。

1 9 8 7 年又报道 T 土耳其的 C
a p p a d o e

i
a
地区 1例

接触毛沸石尘引起弥漫性肺纤维化的病例
。

患者
,

男

性
,

农民
,

60 岁
。

近 20 年来每年约有 20 天时间打毛

沸石
。

有吸烟习惯
。

因呼吸困难入院
。

患者 7年前在劳

动时就觉呼吸困难
,

并缓慢发展
。

入院时稍用力即气

短
,

有咳嗽
,

尤其在早晨加重
,

但无痰
。

体检见有呼吸

困难
,

桶状胸
,

双肺中下散在干罗音以及弥漫性水泡

音
。

胸片见双肺中下野有弥漫性小网状阴影
。

痰培养未

发现抗酸杆菌
。

多次经支气管纤维镜作肺活检
,

组织学

检查见有单核炎症细胞
、

肺泡壁明显增厚以及间质纤

维化
,

伴有无定型的铁色素
。

用透射电镜检查
,

发现肺

组织 内含有大量毛沸石纤维
,

其特征为
:

平均长度

4
.

8拌m
,

平均直径 0
.

4拜m
。

经能量弥散光谱鉴定纤维物

质为毛沸石
。

本例临床和 X 线结果说明有弥漫性肺纤

维化
,

肺的组织学检查也支持这个诊断
。

鉴于以往有人

报告 C aP p ad co ia 地区农民的肺纤维化患者中
,

发现有

些肺组织内有沸石纤维 ; 体外研究亦发现毛沸石有致

肺纤维化作用
,

因此从环境和流行病学研究来看
,

有足

够证据证实本例患者肺纤维化与吸入毛沸石粉尘有

关
〔 4〕

。

1 9 5 5 年 N IR
o L o

v
a s

等用体内和体外方法对保加

利亚沸不岩的生物反应进行了研究
,

结果显示沸石具

有细胞毒性和 致纤维化作用
,

斜发沸石致纤维化作用

强
,

丝光沸石和毛沸石次之
。

在这个结果基础上提出了

斜发沸石粉尘的一般卫生学标准为 Zm g /m 3 〔 5〕 。

1 9 9 0 年 K r u g l ik
o v 一

G G 等动物实验证实
,

通过大

白鼠气管内给予天然沸石可致尘肺
。

但沸石引起的肺

纤维化不像石英粉尘可致大量胶原蛋白形成
〔幻

。

2 沸石粉尘致痊性

1 9 7 5 年 B a r i s

等报道在土耳其的 M i d d l e 一
A

n a t o -

ial
n
地区三个村落

,

通过 x 线检查发现了肺癌发病数

较高
。

这个结果揭示了帅胸膜间皮瘤似乎是由接触石

棉而引起
,

但其村落周围都没有发现石棉
。

1 9 8。年完

成了该村落矿物学试验分析 ; 死亡癌症病人的检查以

及从该村获得粉尘的动物实验结果证明了是纤维性沸

石对胸膜和肺脏的损害
〔 7〕 。

1 9 7 9

一
9 8 3 年之间

,
I A R C 与安卡拉 H a e e t t e p e

大学胸科系及 aP an rt h 尘肺医学研究理事会联合在土

耳其中部的 4 个间皮瘤高发村进行了流行病学和环境

学的观察
。

最近资料指出毛沸石似乎是强的致癌纤维
。

并在研究中报道了 17 例胸膜间皮瘤和 7 例肺癌农民
,

分析这些癌症原因与接触毛沸石纤维有关
〔的 。

1 9 5 9 年 P y le v 一
L N 等人用浓度为 4 9八 o o m l 含钙

十字沸石粉尘盐水 0
.

s m l 给予随机繁殖的鼠胸腔内注

射
,

1 个月内注射 3 次
。

染尘与未染尘组对照 比较
,

发

现前者比后者有较高的骨髓增殖现象
。

其中一只发现

胸膜间皮瘤
,

两只发生肺腺癌
,

因此推断钙十字沸石具

有较弱的致癌能力
〔” 。

1 9 9 0 年 iH n
一

R J等人通过动物实验证实鼠胸膜内

注射纤维性毛沸石后鼠肺胸膜从早期到晚期形成间皮

瘤的整个变化过程
。

并且指出在致胸膜间皮瘤的剂量

反应周期 内
,

沸石纤维的致癌能力较青石棉大
〔 ,。 〕 。

3 沸石粉尘的致突变性和细胞毒性



·
2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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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沸石可引起 C
3

H
lo

TI2 /细胞及肺细胞株 A
s 4 。

的

N DA 程序合成增加
。

体外遗传作用实验发现毛沸石是

中国仓鼠细胞的断裂剂
,

且可以引起染色体的倍性改

变川
,

, , 〕 。

1 9 8 3 年 Br
o

w
n

等人研究了不同产地沸石对中国

田鼠肺 V
一

7 9
一

4 细胞
、

人肺 A 54 ,

细胞及小鼠腹腔巨噬细

胞的影响
,

结果都表现较强的细胞毒性
,

引起小鼠巨噬

细胞中乳酸脱氢酶游离
〔̀ 2〕 。

1 9 8 4 年 K o r k in a
报道了天

然斜发沸石的细胞毒性作用机理
,

受试沸石对大鼠腹

膜 巨噬细胞及红细胞具有很强的细胞毒性和溶血作

用
〔 1 3〕 。

沸石作为一种新型建材已被广泛应用
,

但沸石粉

尘对工人危害的研究国内未见报道
,

为保障工人的健

康
,

促进新型建材工业的发展
,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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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伴肝损害 7 例报告

青岛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职业病科 ( 2 6 6 0 4 2) 陈艳霞 杨素峰

1 9 8 6年至 1 9 9 3年
,

我院诊治的急性刺激性气体

中毒患者共 1 26 例
,

其中 7 例 (男 5 例 ) 单项 A L T 值

高于正常
,

占 5
.

56 %
,

年龄 19 至 52 岁
,

平均年龄 28

岁
,

其中急性氮氧化物中毒 5例
,

急性抓气中毒 2 例
,

既往均无急慢性肝病史
,

无酗酒史
。

7例患者入院时表现为咽干痒不适 (7 例 )
、

咳嗽
、

咳痰 (7 例 )
、

胸闷
、

憋气 (7 例 )
、

呼吸困难 (6 例 )
、

胸痛 (4 例 )
、

头痛 (4 例 )
、

食欲不振 (3 例 )
、

恶心

(3 例 )
、

腹胀 (3 例 )
。

体检见巩膜黄染 (1 例 )
、

肝区

叩痛 (1 例 )
、

双肺呼吸音粗伴哮鸣音 (7 例 )
、

双肺干

湿性罗音 (6 例 )
。

实验室检查 A L T 值增高 (7 例 )
、

白

细胞总数增高 (5 例 )
、

总胆红素及 1 分钟胆红素增高

(1 例 )
、

乙肝及甲肝抗体阴性 (7 例 )
。

胸片示双肺纹理

粗乱 (7 例 )
、

典型肺水肿征象 (6 例 )
。

肺功能示轻度

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3 例 )
。

心电图示 S T 一 T 改变

(1 例 )
。

B 超检查肝
、

胆
、

胰
、

脾均正常
。

治疗及转归
:

7 例患者均按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

常规治疗
,

吸氧
,

镇静
,

止咳
,

平喘
,

化痰
,

抗感染及

早期
、

短程
、

足量投用地塞米松等
,

3 ~ 7 天呼吸系统

症状
、

体征减轻或消失
,

但恶心
、

腹胀
、

食欲不振等消

化系统临床表现明显 (其中 1 例肝 区叩痛伴巩膜黄

染 )
,

复查肝功
,

单项 A L T 均较入院时增高
。

给予肝

血宁
、

益肝灵口服
,

能量合剂
、

肌昔静滴保肝治疗
,

1

周后消化系统症状
、

体征减轻
,

A L T 值稍下降
;
两周

后症状
、

体征消失
,

A L T 值恢复正常
。

讨论

急性刺激性气体主要损害眼及呼吸系统
,

本文 7

例患者据病史
、

临床表现
,

诊断为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

无疑
。

7 例患者既往均无急
、

慢性肝病史
,

无酗酒史
,

入院时肝功单项 A L T 值均高于正常且进行性升高并

伴随消化系统症状体征 ; 乙肝五项及甲肝抗体均呈阴

性
,

住院期间亦未用损害肝脏药物
,

经保肝治疗后
,

消

化道症状体征逐渐减轻
,

A L T 值亦逐渐降至正常
。

该

结果提示
,

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可致肝损害
,

表现为

A L T 值增高并伴随相应的症状
、

体征
,

其原因可能与

刺激性气体中毒致严重组织缺氧
,

引起肝细胞代谢障

碍有关
。

因此
,

对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者不应忽视保肝

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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