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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

氧化铁尘肺肺组织元素含量及病理分析

郑 超 张 磊 钱智勇 戴 岩 常莹华 吴国新 李 林

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
,

接触氧化铁尘的工人不断 铸工尘肺 6 例来自铸铁分厂
,

生产粉尘是以 51 0 2

增加
。

氧化铁是否导致尘肺发生
,

各家看法不同
,

有关 为主的混合尘
,

年龄 52 一 61 岁
,

平均为 54
.

5 岁
,

均为

铁尘肺尸检肺组织元素分析报道甚少
。

为此
,

本文对有 男性
,

粉尘作业工龄为 10 ~ 34 年
,

平均为 20
.

3 年
,

I

代表性的 9 例废钢铁汽割工
、

冶炼工
、

配料工长期接触 期尘肺 5 例
,

l 期尘肺 1例
。

氧化铁尘的尸检肺标本和 4 例矽肺
、

6 例铸工尘肺的 尘肺的病理诊断由黑龙江省职业病研究所定诊
。

肺组织进行了 eF
、

Z n 、

C
u 、

P b
、

M g
、

C a
七种元素定 1

.

2 元素分析方法

量分析比较及氧化铁尘肺的病理观察
。

将脱水肺组织放在干燥箱中充分烘干
,

取净重

1 材料与方法 500 m g 干肺组织
,

在特制石英增锅内用 1 : 5硝酸及高

1
.

1 肺标本来源 氯酸的混合液消化
,

消化温度控制在 300 ℃ 以下
,

启动

9 例铁尘肺尸解均为男性
,

年龄 48 ~ 62 岁
,

平均为 温度为 6 0o C
,

逐渐升温
,
3 小时左右肺组织消化成无色

56
.

7 岁
,

接尘作业工龄 22 ~ 33 年
,

平均 28 年
,

生前主要 透明的液体
,

最后用重蒸去离子水稀释于 10 m l刻度塑

从事废钢铁的切割
、

打眼及冶炼
。

生前诊断 I 期尘肺 6 料试管中待测
。

仪器为 WY X
一
4 02 B 型原子吸收光谱

例
,

I 期 3 例
。

对废钢厂的自然落尘分析表明
,

主要成分 议
,

数据经计算机处理
。

是 eF
2
0

3 (占 93
.

36 % )
,

其次为 51 0 2 (占 4
.

2 % )
,

M n( 占 肺组织的游离 51 0
2

含量用焦磷酸称重法测定
。

1
·

9 5% )
,

C r 3+

小于 o
·

3 2%
,
T i`+ 小于 0

.

1 6%
。

2 结果

矽肺 4 例取自耐火砖厂和水泥生产厂
,

年龄 50 ~ 2
.

1 元素含量分析

65 岁
,

平均为 5 5
.

6 岁
,

均为男性
,

粉尘作业工龄 15 一 三组肺组织元素含量测定结果见下表
。

可以看出
,

32 年
,

平均 2 6
.

4年
,

I 期矽肺 3例
,

n期 1例
。

氧化铁尘肺元素 F e
含量明显高于其他两组

。

肺组织元素含量分析 (肺干重 拌 g / g 妥士 s)

组别
n F e M n C u Z n P b M g C a

矽肺 (耐火 ) 4 3 3 5
.

6 5 4
.

0 2 9
.

98 3 0 4
.

6 3 3
.

9 1 2 4 0
.

5 5 2 8 0
.

5 5

士 2 9
.

2 8 士 0
.

4 1 士 2
.

73 士 2 0 3
.

1 2 士 1
.

7 1 士 7 9
.

2 4 士 13 5
.

4 9

矽肺 (铸工 ) 6 1 1 2 4
.

0 5 7
.

9 5 8
.

4 4 3 4 1
.

5 5 9
.

2 5 2 5 9
.

5 7 25 5
.

6 5

士 1 5 0
.

9 4 普

士 0
.

4 9 士 2
.

39 士 13 0
.

8 6 士 6
.

0 6 士 1 4 9
.

0 8 士 19 4
.

2 8

氧化铁尘肺 9 5 5 8 6
.

3 3 1 0
.

6 6 7
.

90 2 9 0
.

9 9 8
.

3 7 2 7 3
.

2 4 33 8
.

1 8

士 7 9 1
.

4 7
份 .

士 0
.

5 2 士 2
.

9 2 士 1 7 1
.

5 5 士 1 1
.

2 9 士 9 9
.

9 0 士 1 12
.

9 4

`

与矽肺 (耐火 ) 组比较 尸 < 0
.

01
, “ `

与矽肺 (铸工 ) 组 比较 尸 < 0
.

01

2
.

2 典型病理分析

陈某
,

男
,

63 岁
,

配料工
,

工龄 29 年
,

临床症状

为慢性咳嗽
、

胸痛
、

胸闷
、

气短
,

X 线表现
,

右肺中野

及左肺中下野 区均可见到类 圆形小阴影
,

直径 1一

3m m
,

密度 I 级
,

1 9 9 0 年确诊为 I 期尘肺
。

1 9 9 4 年 4

月 1 5 日死于脑出血
。

尸体解剖肉眼所见
:

肺脏外观呈

灰黑色
,

胸膜广泛粘连 ;尘斑密集
,

尘斑周围有气肿灶
。

镜下所见
:

气管
、

血管周围及肺泡壁均有粉尘集聚及尘

作者单位
:

16 10 4 2 齐齐哈尔市中国一重机械集团公司

医院 (郑超
、

戴岩
、

李林 )
,

齐齐哈尔钢厂医院 (张磊 )
,

富拉
尔基发电厂医院 (钱智勇 )

,

黑龙江省职业病院 (常莹华 )
,

齐

齐哈尔医学院 (吴国新 )

灶
,

呈星芒状及其他不规则形分布
,

尘灶中有纤维组织

增生
,

局部血管周围粉尘灶连成片
,

尘灶周围肺泡腔扩

大
,

肺泡壁变薄
、

破裂
,

形成多处灶周气肿及较大气肿

囊腔
,

支气管粘膜上皮脱落
,

气管腔内见炎性分泌物
,

气管内外均见炎细胞浸润 (见封二图 1
、
2 )

。

病理诊断
:

尘斑气肿型 l 期尘肺
,

慢性支气管炎
。

2
.

3 肺组织中游离 51 0 :

含量

氧化铁尘肺游离 51 0 :

含量平均为 1
.

7 07 %
,

铸工

尘肺游离 51 0
:
含量为 2

.

537 %
,

经检验 尸 < 。
.

05
,

矽

肺 51 0 :

含量为 2
.

948 %
,

经检验 尸 < 0
.

01
,

差异有极

显著性意义
。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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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5
.

氧化铁尘的作用环境中
,

自然落尘主要成分是氧

化铁
,

占 93
.

36 %
,

肺组织 F
e
元素含量也比矽肺组明

显增高 (尸 < 0
.

()l )
,

说明氧化铁是导致尘肺病变的主

要因素
,

与国外学者报道一致
。

铁尘肺的病理改变
,

从本组病例可见氧化铁尘肺

病理特点是有铁尘灶
,

尘灶内有含铁小体
、

尘细胞
,

以

致密集胶原纤维形成和明显灶周肺气肿
,

可见长期吸

入氧化铁尘引起的肺脏改变与矽结节型矽肺迥然不

同
。

矽肺组的游离 51 0 :

含量高于铁尘肺组
,

说明两组

的作业环境中主要致病成分不同
,

但也不能排除 51 0 2

与 F e

联合作用导致肺组织纤维化的可能性
。

(收稿
:

1 9 9 5
一
1 0

一
0 5 ) 修回

:
1 9 9 6

一 0 9
一

1 0 )

某厂五硫化二磷泄漏事故危害情况报告

不卜秀华

1 现场卫生学调查

5 月 2 1 日
,

某工厂使用五硫化二磷和冰醋酸各 50

公斤发生反应
,

在中试生产硫化乙酸的过程中
,

塑料软

连接管突然破裂
,

致使大量五硫化二磷黄色烟雾飘溢

在时值阴云 的大气环境中
,

在气压较低的空中停留约

30 分钟
,

下风向毗邻工厂职工蒙受此烟雾熏袭
,

造成

危害
,

陆续来院就诊
,

较重者收住院观察治疗
。

事故发生后 5小时
,

监测五硫化二磷含量分别为

21
.

2和 48
.

s m g / m
3

。

次日在邻厂某无接毒车间监测五

硫化二磷浓度仍为 0
.

l6 l m g /m
, 。

故确定此次事故危

害毒物为五硫化二磷
。

2 临床资料

事故后 自 5 月 21 ~ 25 日
,

我院共接诊 2 63 人次
,

门诊观察输液 29 人
,

收容住院 42 人
,

其中男 12 人 ; 女

3。 人
,

毗邻甲单位 35 人
,

乙单位 7 人
,

年龄 55 ~ 22 岁
。

2
.

1 4 2 例住院患者主要症状为头晕 (9 0
.

5% )
、

头痛

( 5 9
.

5% )
、

胸闷 ( 5 9
.

5 % )
、

乏力 ( 7 6
.

2纬 )
、

四肢麻木

( 5 0
.

0% )
、

恶心 ( 9 2
.

9 % ) 等
。

2
.

2 住 院患者 主要体 征为血 压 升高 (收缩压 )

2 1
.

3k P a ,

舒张压 ) 1 2
.

6 k P a ) ( 2 8
.

6 % )
、

咽赤 ( 1 4
.

3 % )
、

四肢抽搐 ( n
.

9% )
、

窦性心动过速 (9
.

5% ) 和眼结膜

充血 (7
.

1% ) 等
。

2
.

3 住院患者实验室检查主要改变为血白细胞增高

( 2 3
.

8写 )
、

血磷升高 ( 6 6
.

7% )
、

血糖升高 ( 4 7
.

6 % )
、

心电图改变 ( 3 5
.

7% ) 和 胸部 X 线 改变 (4
.

2% )

等
。

住院患者均做血尿便常规
、

肝功
、

A L T
、

血脂
、

血

糖
、

钾钠氯离子
、

血 C O Z
C P

、

BU N
、

C I
、

心电图
、

B 超
、

胸片和脑电图等
,

部分病人做了血钙
、

磷定量检查
。

所

有患者肝肾功
、

血钾钠氯钙和脑电图等均正常
。

张 玉

作者单位
:

( 1 1 8 0 0 2 ) 丹东市职业病防治院

白细胞增高为 1 0
.

2 火 1 0 9

/ L ~ 2 5
.

o x z o ,

/ L
。

心电

图改变
:

T 波改变 3例
,

低电压 2 例
,

窦速 4 例
,

窦缓

3例
,

S一 T 段改变
、

lo A v B
、

完全右束支阻滞
、

左室

高电压和偶发结早各 1 例
。

胸片改变
:

右肺中野斑片状

阴影 1例
,

两肺中下野纹理增强
、

模糊 1例
。

3 治疗经过

患者入院后均给予输液加维生素 C
、

地塞米松和

强地松等激素
、

抗生素
、

能量合剂以及对症治疗
,

个别

病人给予输氧
,

医务人员还做了一些心理治疗
。

经治疗

病情逐渐好转和恢复
,

凡查体和实验室检查无阳性所

见
、

主要自觉症状恢复
,

观察数 日即办理出院
。

住院时

间最短 8天
,

3周内出院 37 例 ( 88
.

1% )
,

尚有 5 例也

在 30 天内治愈出院
。

4 讨论

4门 五硫化二磷是淡黄色有特殊气味的 晶体
,

具有

刺激性
,

遇水分解产生硫化氢和磷酸
。

大鼠经 口 L D 50

为 3 8 9m g / k g
。

兔刺激试验
,

s o o m g 涂皮 2 4 h 引起中等

刺激反应
,
2 0m g 滴眼 24 h 引起强刺激反应

。

据国内资

料报道
,

接触本品工人可有眼结膜和呼吸道刺激症

状
。

4
.

2 本组病例毒物明显
,

血磷升高 (占 88
.

1% )
,

有

头痛
、

头晕
、

呕 吐
、

咳嗽
、

流泪
、

咽干
、

咽部和 眼结膜

充血等临床表现
,

符合五硫化二磷所致刺激反应
。

有的

病人尚有咳嗽
、

喀痰
、

肺部听诊有干性罗音
,

胸片有斑

片状阴影或两侧纹理明显增强
、

模糊
,

血白细胞升高

( 1 4
·

o 只 1 0 ,

/ L一 1 5
·

o X l o
g

/ L )
,

符合五硫化二磷急性

中毒表现
。

4
.

3 患者血压升高和窦速较快恢复
,

血糖升高也于 4

~ 7 天恢复正常
。

血压升高
、

窦性心动过速和血糖升

高
,

我们认为系五硫化二磷刺激反应
,

导致交感神经兴

奋
,

儿茶酚胺分泌升高所致
。

心电图未见规律性特异性

改变
,

有些改变属缺氧所致继发性改变
,

数 日内恢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