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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工尘肺肺功能改变与血气分析

河北省职业病防治所 ( 05 04 1 0 )罗 荣

煤是我国的主要能源
,

煤矿工人人数在采矿业中

居首位
。

至 1 9 8 6 年底
,

煤工尘肺 (C W )P 累计病例几

乎占全国尘肺总数的一半
。

从 19 9 2 年以后
,

煤炭系统

每年仍有一万余新病例发生
〔 l , 。

因此对 c w P 的防治

是十分重要的
。

肺功能测定对了解尘肺患者的通气功

能状态
,

评价其代偿功能
,

劳动能力鉴定
,

疗效考核等

均有重要意义
。

对于 C W P 的肺功能研究国内外学者

均作了大量的工作
,

并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
。

本文仅对

C W P 肺功能改变作一综述
。

1 通气功能改变

对于 C W P 通气功能的测定结果
,

由于选择对象

的差异
,

国内外报道有较大差别
。

国外研究
〔2〕
发现单纯

型 C W P (相当于我国 I
、

I +

期 ) 的 V C
、

F V C 值与同

年龄的正常煤矿工人相似
,

无明显差异
。

只有胸片显示

3 级小结节阴影的 C w P (相当于我国 l +

期 ) F E V
I

.

。

才

明显下降
。

国内史氏报道即
,

不论单纯 CW P 或复合

C w P (相当于 I
、

, 十 、
I 期 )

,

其肺量图肺功能的各

项指标 ( V C
、

F V C
、

F E V
I

.

。

/ F V C
、

V C %
、

F V C %
、

F E F 25 %一 75 % ) 均值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和接尘组
。

以

F E V
,

.

。 、

F V C
、

F V C %最为敏感
。

单纯型 C WP 主要表

现 为阻塞型损害
,

说明以气道损伤为主
;
而复合型

CW P 除气道损伤外
,

由于明显纤维化
,

肺泡弹性降低
,

导致肺容积的缩小
。

故以混合型为主
。

成彩娣
〔 4 ,
对 14 0

例 I
、

l
、

, 期 C W P 肺功能损害研究表明
,

尘肺病人

V C
、

F V C
、

F E V
I

.

。

及 M V V 四项显示随期别的增高而

下降
.

通气障碍类型
,

混合型占 24
.

29 %
,

阻塞型占

2 1
.

4 3 %
,

限制型占 2
.

8 6%
。

王氏
〔5 ,

对 1 2 2 3 例矽尘
、

石

棉
、

煤矿作业工人及矽肺
、

石棉肺
、

C W P 病人的肺功

能研 究发 现
,

以煤 工 尘肺 和煤 矿工 人的 F E v
l

.

。
/

F V C %降低最为明显
,

CW P 通气障碍类型与史氏
〔 3 ,
报

道相同
。

2 小气道功能改变

H
o g g

、

M
a e k le m 等

〔`、
,〕
通过观察证实

,

健康成人即

使在低肺容量水平时小气道阻力尚不足总气道阻力的

2 0%
。

因此
,

即使有相当数量的小气道发生阻塞
,

总气

道阻力变化仍旧可能很小
,

因而常规肺功能测定项 目

如 F E v
:

.

。 、

M BC
,

无法检出这些变化
,

病变易被忽视
。

而小气道功能测定
,

常可早期检出小气道病变
,

有利于

尘肺病人的早期诊断
。

陈贞琴
〔即对 55 3 名煤矿井下工

人最大呼气流速
一

容量曲线 (M E F v ) 的调查结果
,

vs
。 、

v
25 、

M M E F 等项指标分别与年龄
、

尘龄呈负相关
。

。~ I 期和 I 期尘肺病人已存在小气道功能损害
。

其中

V S。 、

V
Z ,

随肺部纤维化病变加重而呈减低趋势
。

I期
、

。~ I 期尘肺组共有 53 名小气道功能异常者
,

其中只

有 18 人有常规通气功能异常
。

而两组小气道功能正常

者中
,

无一例有常规通气功能异常
。

史氏
〔幻研究结果也

证实 C WP 的 M E F V 的各项指标 ( P E F R
、

V
75 、

V
S。 、

v
25 、

V
S。
/ v

2 5 ) 均值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和接尘组
。

其中

尤以 V
S。

/H 较敏感
。

认为v
s。
/ H 对发现接尘工人的早

期小气道异常具有一定价值
。

3 煤工尘肺的肺气肿

肺气肿是 CW P 的常见并发症
,

也是造成尘肺患

者劳动能力减退的主要原因
。

多数人认为用 R V 诊断

肺气肿有其生理学依据
,

不失为一项客观的指标
〔的 。

也

有多项研究表明
,

C W P 各期 RV
、

R V / T L C 均值增

高
〔 3

、 ` 、

5〕 。

各期间无显著性差异
,

并不随期别增高而增

高
,

显示肺气肿在 C W P 早 期已较突 出且发病率较

高
〔̀ 〕 。

C o e k e r o f t 〔 , o〕
对 4 6例死亡的煤工尘肺病人进行

了生前 X 线
、

肺功能与死后病理的对照观察
。

结果发

现
,

X 线上不规则阴影与 R V 增高和 T L C 降低有相关

性
。

肺功能异常与病理所见的肺气肿明显相关
。

史志

澄
〔 , 1 ,

通过 10 0 例 CW P 胸部 X 线和 RV 测定的对比观

察发现
,

C W P 肺气肿并发率分别为 56
.

0%
、

75
.

0%
,

并证实肺气肿的并发率随 CW P 期别增高而增高
.

二

种方法符合率为 64
.

。%
。

I 期 C w P 的 R v
、

R V /T L C

增高的例数显著高于胸部 X 线肺气肿所见的例数
。

说

明在早期发现 C W P 合并肺气肿诊断上
,

R V 测定的价

值较大
。

M ill
e r 〔̀ 2〕

通过对石棉患者 R V /T L C 的多次测

定
,

经尸检证实有程度不同的肺气肿存在
。

认为追踪观

察 R v / T L C 是否持续增高对于确诊早期肺气肿具有

重要价值
。

但近来发现 R V 诊断肺气肿无特异性
。

不伴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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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的慢性支气管炎
,

甚至有人发现吸烟者也有 R V 轻

度增高
。

故单凭 RV 一项诊断肺气肿是不够的
。

杨德

昌
〔 13〕
采用肺功能的气速指数法 (A v D 检出 286 例

C W P 患者合并肺气肿者占 76
.

6 %
,

随尘肺期别增高

肺气肿合并率亦增高
。

但三期间肺气肿轻重分度比例

相同
。

显示肺气肿分度与期别无关
。

应用 A V I 诊断有

肺气肿 的 2 19 例病例 中有 X 线征象的共 13 9 例 占

6 .3 47 %
。

表明对肺气肿的早期检出的敏感性和准确

性
,

气速指数法均优于 X 线标准法
。

毛鹤年
〔l4j 提出测

定 R V / T L C 的同时
,

参考气速指数 (M W / V C P R x 10 0

~ l) 可提高肺气肿诊断的可靠性
。

他发现 75 % 以上

C W P 伴肺气肿病例其 A V I < 1
。

4 换气功能改变

D L co 是气体交换的总指标
。

C WP 的 D L co 降低取

决于肺胶原形成的程度及肺气肿的程度
。

陈氏
〔的报道

无尘肺的井下接尘工人 已有 D L co 的下降
,

而且随尘肺

期别增加 D L co 值递减
。

从 I 期开始
,

不吸烟而弥散功

能减退的人
,

多数伴有混合性或限制性通气障碍
,

与尘

肺进展程度相关
。

国外曾有报道
〔 , 5

、

16J
,

不吸烟
、

肺活

量正常而弥散功能减退的人
,

小气道功能常同步减退
,

可能是肺气肿的早期反映
,

或者是亚临床型的小气道

感染
,

后者是可逆的
,

需动态观察
。

而 C W P 病变有小

气道阻塞及肺气肿病变
,

D L co
、

V S。

的减退可以较早期

作出反映
。

5 动脉血气分析

动脉血气分析可以正确地反映肺功能的变化
。

成

氏
〔幻对 14 0 例 Cw P 患者进行了血气分析

,

结果发现各

期 P
a O :

的均数均偏低 ( < 1 0
.

6 6 k P
a )

,

P
a C O :

均在正

常范围之内
,

各期间无显著性差异
。

说明 C W P 在早期

阶段已存在气体分布和交换的异常
。

而低氧血症分布

情况以轻度低氧血症为主
,

与 R V / T L C 测定结果有一

致性表现
。

提示 CW P 低氧血症与肺气肿有密切关系
。

徐氏
〔̀ , ,
报道

,

P
a O Z、

S
a
O

:
随 C W P 期别增加而下降

,

有

显著性意义
。

I
、

I 期患者的肺泡气氧分压与动脉氧分

压之差 〔P (A 一 a ) 0 2〕 比 l 期高
,

各期均高于健康人

组
。

有人
〔 ,幻对 CW P 血红蛋白氧合解离曲线的观察发

现
,

尘肺患者 P
s o o :

值 ( p H 为 7
.

4
,

P
a O Z

为 5
.

3 2k P
a ,

温度 3 7
o

C 条件下
,

S A T 为 5 0 % 时 P
a O :

值 ) 为 3
.

8 0士

.0 2 6k aP
,

明显高于正常人
。

显示氧合解离曲线右移
,

氧 与血红蛋白亲合力下降
,

血 液运载氧能力下降
。

P 50 0 2

随期别升高而升高
,

提示 P 50 0
:

值增高与肺部病

变程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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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须 知

根据编辑出版标准化的有关要求
,

今后论文的中英文提要须按结构式撰写
。

结构式提要分 目的
、

方法
、

结果
、

结论四项内容
。

(l ) 目的
:

阐明研究的目的 ; ( 2) 方法
:

研究对象及所用研究方法
,

统计方法 ; ( 3) 结果
:

主要

结果
、

数据
、

统计学检验结果 ; (4 ) 结论
:

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
、

观点及本研究的应用价值
。

英文提要部分包括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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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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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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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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