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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棉尘暴露 3年气道反应性的改变

马庆晏　李德鸿

　　对棉尘病的临床描述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了 ,但迄

今该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尚未得到阐明。棉花纤维本

身并不致病 , 真正的病原因子可能与棉花上污染的某

种生物活性因子有关。有关致病机理方面的研究进行

了很多 ,较为流行的理论有组织胺学说、免疫学说和细

菌内毒素学说等。近年来有人发现接触棉尘工人气道

反应性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高 , 这一改变与棉尘病的发

生机制是否有关 ,或仅是发病过程中的伴随现象 ,目前

尚缺乏因果关系方面的有力证据。

本研究对一组棉纺厂新工人进行了为期 3年的前

瞻性随访 , 系统观察了新工人从开始接尘起气道反应

性的变化情况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石家庄国棉二厂 1991年新入厂工人符合下列条件

者选入队列: ( 1)即往无棉、 麻粉尘暴露史 ; ( 2)无支

气管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 ; ( 3)入厂前体检支气管

激发试验 FEV1下降率小于 20% 。共 129人。

在随防期内有 45人陆续退出队列 ,经调查发现 ,退

出的原因有: ( 1)厂内调换工种后不再接尘 ; ( 2)因经

济收入少而辞职。无因病退出者。在资料完整的 84例工

人中 , 男 25人 , 女 59人 , 年龄 17～ 21岁。吸烟者均为男

性 , 在不同随访期依次为 14人、 17人和 22人。

1. 2　方法

采用观察对象自身前后对照 ,分别于入厂前、入厂

后 10周、 1年、及 3年时对观察对象进行随防 ,内容包括:

( 1)棉花抗原皮肤试验:取棉纺厂未开包的棉花提取抗

原成分 ,制成灭菌注射液。于入厂前体检时对每个工人

进行皮试 , 阳性者定为特异体质。 ( 2) 支气管激发试

验: 使用 Yun [1]推荐的方法 ,经简化后使之适用于现场

操作。定量超声雾化氯化乙酰甲胆碱 ( M ethcho lin

Chlo ride, M C)生理盐水溶液 , 以自然方式吸入气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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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标准程序测定肺功能 , 记录第 1秒用力肺活量

( FEV 1 )。M C溶液配制: 称取 l gM C,溶入 20ml生理盐

水中 ,配成 50mg /ml的储备液 , 4°C保存可用 1周。用时

稀释成浓度为 0. 60mg /ml, 2. 50mg /ml和 5. 00mg /ml

的溶液。激发试验时先雾化吸入生理盐水 4次 , 测基础

FEV1; 然后依次雾化吸入上述不同浓度 M C溶液 4次、

3次及 6次 , 分别测定 FEV1。结果的计算方法: FEV1下

降率 (% ) = [ (吸入激发剂后 FEV1 ml - 基础

FEV1 ml) /基础 FEV 1 ml] × 100。

2　结果

入厂前棉花抗原皮肤试验有 16( 19. 1% )人呈阳性

结果 , 定为特异体质。

暴露前激发试验时 FEV1下降率无显著性意义 ,

而入厂后每次激发试验时 FEV1下降率均有显著性意

义。10周时激发试验吸烟组 FEV1下降率为 6. 26% , 明

显高于不吸烟组。特异体质组暴露前及暴露后激发试

验时 FEV 1下降率分别为 8. 78% , 5. 86% , 6. 85%和

3. 98% , 均高于非特异体质组。见表 1。

由表 2可见激发试验 FEV1下降率大于 5% , 10%

和 20%的人数及比例 , 未见有随暴露时间延长而呈逐

年上升的趋势 ,在第 3年时出现 1例下降率大于 20%者 ,

为女性 , 不吸烟 , 皮试阴性。按性别、 吸烟及特异体质

等三因素分层分析 ,未见各组间差别有统计显著意义。

3　讨论

过去 , 学者们对棉尘病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急性期改变 , 而绝大多数流行病学与实验研究限于条

件未能对该病的发生发展进行系统的观察 , 无法解释

急慢性改变之间的演变关系 , 以及长期暴露为什么会

发展成为慢性阻塞性肺病 [2]。棉尘病的肺功能改变特

点早期表现为星期一班后 FEV1的急性下降 , 晚期则

出现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改变。其病理基础目前尚不明

确。

Rylande r等认为棉尘中污染的革兰氏阴性细菌

内毒素吸入人体后引发气道内的炎症反应 , 以巨噬细

胞、 T细胞为主的各种调节细胞释放出多种炎症介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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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激发试验 FEV1下降率 ( x± s)%

暴　露　前 10　　周 1　　年 3　　年

人数 x± s 人数 x± s 人数 x± s 人数 x± s

所有工人 84 0. 91± 48. 35 84 - 5. 18± 5. 82* * 84 - 4. 40± 5. 80* * 84 - 2. 79± 5. 58* *

男性 25 - 2. 94± 6. 15* 25 - 5. 08± 3. 89* * 29 - 3. 87± 5. 34* * 29 - 3. 01± 4. 01* *

女性 59 2. 55± 57. 60 59 - 5. 22± 6. 49* * 55 - 4. 67± 6. 05* * 55 - 2. 67± 6. 36* *

吸烟 14 - 3. 41± 7. 17 14 - 6. 26± 4. 47* * 17 - 3. 74± 5. 93* 22 - 2. 92± 4. 35* *

不吸烟 70 1. 78± 52. 87 70 - 4. 96± 6. 05* * 67 - 4. 55± 5. 81* * 62 - 2. 75± 5. 99* *

特异体质 16 - 8. 78± 12. 93 16 - 5. 86± 7. 63* * 16 - 6. 85± 6. 64* * 16 - 3. 98± 6. 58*

非特异体质 67 3. 31± 53. 58 68 - 5. 01± 5. 36* * 68 - 3. 89± 5. 53* * 68 - 2. 52± 5. 34* *

　　配对 t检验　* P < 0. 05,* * P < 0. 01

表 2　激发试验 FEV 1下降率大于 5% , 10%及 20%的人数及比例

10% > 下降率 > 5% 20% > 下降率> 10% 下降率≥ 20%

人数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暴露前 84 6 7. 1 1 1. 2 0 0

10周 84 2 2. 4 0 0 0 0

1年 84 3 3. 6 1 1. 2 0 0

3年 84 4 4. 8 0 0 1 1. 2

诱导中性粒细胞向气道内汇集 ,并刺激平滑肌痉挛 [3]。

有文献报道志愿者吸入内毒素可引起气道反应性的增

高 [4] ,所引发的肺功能改变与棉尘病很相似 [5]。本研究

曾对车间内毒素水平进行过测定 , 发现可吸入棉尘浓

度与内毒素水平密切相关 , 尤其是在梳棉等工序靠前

的车间 , 内毒素水平很高 [6]。

通过本研究 , 我们观察到棉尘暴露确可引起新工

人气道反应性增高。气道反应性的这一变化趋势 ,与工

人暴露后肺功能的下降趋势在时间上是平行的 [7 ]。棉

尘病急性期的特征性症状胸部紧束感就可能与气道反

应性的增高有关 [6 ]。长期暴露后气道反应性是否会持

续增高 , 并成为晚期患者慢性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的

病理基础 ,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吸烟对棉尘暴露后气道反应性的增高有一定促进

作用 ,尤其是在暴露早期。但同期未能观察到吸烟加重

暴露后的肺功能损伤 ,可能其作用尚未表现出来 ,而支

气管激发试验用于检测气道早期病变是较为灵敏的。

特异体质者棉尘暴露后气道反应性增高的程度始终高

于非特异体质者 , 说明特异体质者对棉尘的危害作用

更为敏感。这就为早期发现和保护易感人群提供了一

个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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