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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深入探讨铸造粉尘对接尘女工呼吸系统的损害 ,本文按配对设计原则 ,就 162对

不吸烟的铸造接尘女工与对照女工进行了肺功能和呼吸系统症状的配对研究。 结果表明: 接尘组

FV C、 FEV1、 FEF25%～ 75% 、 V75、 V 50等肺功能指标的实测值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 除 V75外 , P值

均小于 0. 01; 肺功能各项指标异常、 呼吸系统症状呈阳性以及患慢性支气管炎的例数 , 接尘组则

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 ,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 ,对铸造接尘女工的职业性危害问题应给予足够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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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 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injury o f lung sy stem o f female wo rker s by foundry

dust , the lung function such a s FV C、 FEV 1、 FEF25% ～ 75% 、 V 75、 V 50 and respirato ry symptoms w ere

investiga ted in 162 pairs of fema le foundry w orkers and contro l wo rke rs, they w ere strictly ma tch ed

in age, heigh t, weight et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o sed w orkers had low er lev el o f lung

func tion indices than that of contro ls. Compa ring w ith contr ol g roup, th e incidence of abno rma l

lung function, o f respir atiry symptoms and o f chr onic bro chities we re a ll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x-

po sed wo rke rs (P < 0. 05) . It wa s sugges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 ttention to th e occupa tiona l

hazard of fema le found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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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造工业是我国重要产业系统之一 ,

从事铸造生产的工人数多达 50余万人 , 其中

女工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为深入探讨铸造粉尘

对接尘女工肺功能的影响 ,控制混杂因素所造

成的偏倚 , 本文采用严格配对设计原则 , 对沈

阳市五个铸造生产企业的接尘女工及对照女

工进行了肺功能的测定与配对分析。现报道如

下。

1　调查资料和方法

1. 1　调查对象

对五个工厂铸造车间从事接尘作业五年

　　作者单位: 110001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 (孙

芳、楼介治、黄群颖 ) ,沈阳水泵厂职业卫生科 (李良宽 )

以上的 238名生产一线女工进行了肺功能的

测定与呼吸系统症状和慢性支气管炎的询问

调查。另选本地区、 本行业劳动强度相似 , 不

接触尘毒 ,无心肺疾患与吸烟史的女工 325人

做为对照。将接尘组与对照组按下列条件进行

配对。 配对条件如下: ( 1) 年龄相差± 2岁 ;

( 2)身高相差± 2厘米 ; ( 3)体重相差± 2公斤。

共配成 162副对子。

1. 2　调查方法

参考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系统疾病

问诊提纲 , 设计调查表 , 由专业人员对受检者

逐个进行询问调查。详细记录每名受检者的职

业史 , 接尘史 , 既往史及有无咳嗽、 咳痰、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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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胸闷、 胸痛等呼吸系统症状。慢性支气管

炎的诊断标准参考 1972年全国防治慢性支气

管炎会议制订的试行标准。

1. 3　肺功能测定

采用上海产 FJD-80型单筒肺量计进行测

定。每位受检者取立位至少做三次用力呼气容

量流速曲线。选择其中最佳曲线测定努力肺活

量 ( FVC) , 第一秒时间肺活量 ( FEV1 ) , 最大

呼气中期流速 ( FEF25% ～ 75% ) 及 V 75、 V25等不

同百分位容量时的平均流速指标。测定结果均

按当时的气温校正为 37°C水蒸气时的饱和肺

内容量。同时测量每位受检者的身高、 体重。

肺功能异常的判定标准: FV C、 FEV 1低于

预计值的 80%为异常 ; FEF25% ～ 75%、 V 75、 V50

低于预计值的 70%为异常。

1. 4　分析方法

将所有数据均输入 TW-286微机 , 采用

Foxbase软件建立数据库 ,采用 SAS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 , 计数资料采

用χ2检验。

2　结果

2. 1　配对后两组女工一般情况的比较

由表 1可见 ,配对后接尘组与对照组在年

龄、 身高、 体重方面未见明显差异。接尘组的

平均接尘工龄为 12. 28年。

　　表 1 　配对后两组女工年龄、 身高、 体重及接尘工龄的比较 ( x± s)

组　　别 例数 年龄 (岁 ) 身高 ( cm) 体重 ( kg) 接尘工龄 (年 )

接尘组 162 32. 17± 4. 97 158. 96± 4. 23 55. 20± 6. 91 12. 28± 4. 86

对照组 162 32. 25± 5. 06 159. 04± 4. 89 55. 23± 6. 92 —

2. 2　配对后肺功能各项指标实测值的比较

由表 2所示 , 配对后 , 接尘组的肺功能各

项指标实测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经配对 t检

验 ,除 V75外 ,其余指标于两组间均具有非常显

著的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表 2　 配对后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各项指标实测值的比较 ( N= 162对 )

指　　标 接尘组 对照组 D± sx t值

FV C ( ml ) 3 016. 19± 403. 45 3 147. 18± 366. 14 130. 99± 37. 28 3. 5135* *

FEV1 ( ml) 2 512. 41± 372. 51 2 655. 26± 318. 52 142. 85± 32. 49 4. 3972* *

FEF25%～ 75% ( ml / s) 2 816. 90± 765. 07 3 093. 17± 757. 20 276. 27± 78. 43 3. 5226* *

V75 (m l / s) 4 807. 32± 1 499. 69 5 081. 25± 1 340. 48 273. 93± 153. 87 1. 7803

V50 (m l / s) 3 075. 02± 775. 11 3 403. 90± 891. 45 328. 87± 85. 99 3. 8245* *

　　* * 接尘组与对照组比较　 P < 0. 01

2. 3　配对后两组肺功能各项指标异常率的比

较

由表 3可见 ,配对后接尘组中肺功能各项

指标呈异常的例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经配对i
2

检验 ,两组间各项指标异常率的比较均具有显

著和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 4　配对后两组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与慢性

支气管炎患病率的比较

　　表 3　配对后接尘组与对照组肺功能各项

指标异常率的比较 ( N= 162对 )

指标 + - - + i2 P值

FV C 12 3 4. 267 < 0. 05

FEV 1 13 3 5. 063 < 0. 05

FEF25% ～ 75% 28 7 11. 429 < 0. 01

V75 32 14 7. 043 < 0. 01

V50 23 8 14. 968 < 0. 01

　　注: + - 为接尘组异常 , 对照组正常 ;

- + 为接尘组正常 , 对照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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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配对后两组呼吸系统症状呈阳性

与患慢性支气管炎例数的比较

症状 + - - + i2 P值

咳嗽 24 6 9. 633 < 0. 01

咯痰 21 7 6. 036 < 0. 05

胸闷 27 9 8. 028 < 0. 01

胸痛 17 5 5. 500 < 0. 05

气短 27 10 6. 919 < 0. 01

慢性支气管炎 15 5 4. 050 < 0. 05

注: + -为接尘组呼吸系统症状与慢性支气管炎为阳性 , 对

照组为阴性 ;

　　 - + 为接尘组呼吸系统症状与慢性支气管炎为阴性 , 对

照组为阳性

　　由表 4可见 ,配对后接尘组中咳嗽、咯痰、

胸闷、 胸痛、气短等症状呈阳性及患慢性支气

管炎人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经配对χ
2检验 ,

两组间具有显著的差异。

3　讨论

众所周知 ,影响肺功能测定的混杂因素很

多 , 如年龄、 身高、 体重等 , 若不齐同或不均

衡 , 很容易造成结果偏差。消除不均衡的混杂

因素较理想的方法是配对研究〔1, 2〕。 国内外文

献中有关铸造粉尘对工人健康危害的报道 ,多

围绕铸工尘肺发病情况及其 X线和病理改变

等〔 3～ 5〕 , 对除尘肺以外 , 呼吸系统其他方面的

危害报道甚少。尤其关于铸造粉尘对接尘女工

肺功能及呼吸系统症状的研究 ,迄今文献中未

见报道。本文通过对 162对接尘与对照女工的

配对分析 , 结果表明: 接尘组 FVC、 FEV1、

FEF25% ～ 75% 、 V75、 V50、 V25等肺功能指标的实

测值 , 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 肺功能各项指标

的异常率则较对照组明显增加。此外 , 接尘组

中咳嗽、 咳痰、 胸闷、 胸痛及气短等呼吸系统

症状阳性率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慢

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亦明显高于对照组。由此

可见 ,铸造粉尘对呼吸道的长期慢性刺激是引

起各种症状阳性率的增加 ,进而导致慢性支气

管炎患病率增加的重要诱因。从上述调查结果

可以清楚看出 ,铸造粉尘对接尘女工肺功能的

损害 , 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劳动卫生问题。建议

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 , 改善劳动条件 , 降低

工作环境的粉尘浓度 , 以保护女工的身体健

康。

4　参考文献
1　丁道芳 , 等 . 医学科学研究基本方法 . 第一版 . 沈阳: 辽

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88, 180

2　薛汉麟 ,等 . 制定肺功能正常预计值时需注意的问题 . 中

华劳动卫生与职业病杂志 , 1992, 10 ( 2): 117

3　 Mclaughin A. I. G. Pneumoconiosis in found ry w orkers.

Bri t. J. Tu bere, 1957, 51: 297

4　 Johnson A, et al. Respi ratory abno rmat ilies among w ork-

ers in an iron and steel found ry. Bri J Ind Med , 1985, 42:

94

5　吕健 . 铸工尘肺的调查与观察 . 职业医学 , 1991, 18

( 6): 371

(上接第 132页 )

与相应的单一用药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推测可

能与给药剂量低、 治疗时间短有关 , 难以抑制

胶原的合成 , 病变继续进展。

总之 , 本实验可以证明 , 联合用药优于单

一用药 , 尤其是 “克+ 汉” 和 “汉+ 羟” 的疗

效较明显 ;预防性治疗和病后治疗的疗效优于

停药及再给药治疗。因此 , 为临床应用各药物

治疗矽肺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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