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过敏反应机会亦愈多 ,因为其过敏反应可能是多元

的 ,或发生交叉反应。有些处于高度敏感状态的急性期

的患者 ,予以一种与原药无关的药物 ,有时也能引起过

敏反应 ,教训是深刻的。故对这类患者 ,除了合理使用

激素外 ,其他药物要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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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路工尘肺 25年调查分析

肖方威　陈建超　葛毅榕　林　潮

　　养路工尘肺是由于长期吸入一定量的砂土路粉尘

而引起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疾病 , 过去对砂土路

粉尘的危害研究较少。我市自 1972年至 1997年 ,观察了

砂土路粉尘与养路工尘肺的关系及养路工尘肺 X线

特征 ,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市区、 县砂土路养路工 1 338名。

1. 2　方法

对受检者询问职业史、 病史 , 进行内科检查 , 每 2

～ 3年拍后前位胸片 , 依据国家尘肺诊断标准记录结

果 ,分析其接尘工龄、发病工龄及发病特点。1972、 1981

年对砂土路作业场所进行劳动卫生学调查 ,应用 FC-1

粉尘采样器测定粉尘浓度 ,滤膜法分析粉尘分散度 ,焦

磷酸法检测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2　结果

2. 1　劳动卫生学调查

　　作者单位: 365000福建　三明市职业病防治院

　　我市砂土路共 2 578. 5公里。1972年对市区 30km

砂土路段 4个作业点进行了粉尘浓度、分散度、 游离二

氧化硅含量测定 ; 1981年又在全市 372km砂土路面设

100个作业点进行上述指标检测 , 结果见表 1。

2. 2　尘肺发病情况

受检 1 338名工人中发现养路工尘肺患者 62例 ,发

病率 4. 63%。其中Ⅰ 期尘肺 45例 , 平均接尘工龄 25. 8

年 , 平均发病工龄 30. 1年。Ⅱ期尘肺 16例 , 平均接尘工

龄 23. 5年 ,平均发病工龄 29. 9年。Ⅲ期尘肺 1例 ,接尘工

龄 31. 2年 , 发病工龄 38年。

2. 3　接尘工龄与尘肺患病情况

见表 2。

不同工龄组尘肺患病率i2= 32. 42, 差异有极显

著意义 (P < 0. 005)。接尘工龄越长 ,尘肺患病率越高。

2. 4　 X线特征

62例养路工尘肺主要 X线表现 , Ⅰ 期 45例 X线以

p形类圆形阴影为主 , 其边缘较模糊 ,密度较低 ,肺野

呈磨玻璃样改变 ; Ⅱ期 16例 X线呈 p /q形类圆形阴影

改变 , 主要分布于两中肺区 , Ⅲ期病例出现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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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72、 1981年粉尘浓度、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分散度测定结果

测定

时间

测定

点数

粉尘浓度 ( mg /m3 )
　最高　　最低　　平均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
　最高　　最低　　平均　

粉尘分散度 (% )
< 2μm　 2～ 5μm　 5～ 10μm　　 > 10μm

1972年 　 4 141. 7 9. 4 55. 0 70. 5 59. 6 63. 7 30. 7 53. 1 16. 2 0　

1981年 100 180. 0 5. 2 48. 4 81. 1 12. 6 49. 4 19. 3 50. 9 33. 0 6. 7

表 2　不同接尘工龄尘肺患病率的比较

工龄组 (年 ) 受检人数 患病例数 患病率 (% )

< 11 303 1 0. 33

11～ 471 15 3. 18

21～ 564 46 8. 15

合计 1 338 62 4. 63

大块阴影 , 大于右上肺区 , 同时 , 可见肺门牵引移位。

2. 5　养路工尘肺晋期情况

观察 14例Ⅰ 期晋Ⅱ期平均年限 5. 3年 , 1例Ⅱ 期晋

Ⅲ期年限 4年。

2. 6　尘肺并发症

观察受检 1 338名养路工人 , 患活动性肺结核 103

例 , 检出率 7. 69% (其中无尘肺 1 276人 , 并发肺结核

89例 , 检出率 6. 97% , 62例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 14例 ,

检出率 22. 58% ,两组比较 ,i2= 11. 35, P < 0. 001)。受

检 1 338名工人 , 并发肺气肿 11例 , 检出率 0. 82% (其

中无尘肺 1 276人 , 并发肺气肿 6例 ,检出率 0. 47% , 62

例尘肺患者并发肺气肿 5例 ,检出率 8. 06% ,两组比较 ,

i2= 7. 82, P < 0. 01) , 都有非常显著性差别。

2. 7　养路工尘肺死亡情况

62例养路工尘肺患者死亡 8例 , 病死率 12. 9% (Ⅰ

期尘肺并发癌症死亡 4例 , 占 6. 45% , 平均死亡年龄

62. 3岁 ) ,Ⅱ期尘肺死亡 3例 (癌症死亡 2例 ) ,占 4. 84% ,

平均死亡年龄 63. 3岁 ; Ⅲ期尘肺肺心病死亡 1例 , 占

1. 61% , 年龄 77岁。

3　讨论

3. 1　通过对养路工尘肺的 25年调查分析 ,发现养路工

作业环境中粉尘属石英砂、 砂土混合粉尘 , 其粉尘浓

度、 含硅量较高 , 分散度较大 ,养路工为手工操作 ,无

有效防尘措施 ,长期吸入粉尘是导致尘肺的主要因素。

其发病率 4. 63% , 而不同接尘工龄间尘肺患病有明显

差别 (P < 0. 005) ,发病主要集中在接尘 21年以上工龄

组。养路作业粉尘浓度与二氧化硅含量虽高 ,但发病较

为缓慢 ,可能与野外作业流动性大 ,养路工人主要在上

风向操作 , 吸入粉尘量较少有关。

3. 2　养路工尘肺晋期率较高 ,为 24. 19% ,晋期年限较

短 , 其并发症主要有肺结核、 肺气肿 ,死亡率较高 ,主

要死因为恶性肿瘤。因此 ,我们认为防止养路工尘肺并

发症发生以及对患者及时治疗是改善养路工尘肺预后

的关键。调查表明 , 养路工尘肺是养路工人的职业性、

尘源性疾病 , 应引起国内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和管理

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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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文章不宜用的字和词Ⅱ

下列括号内为不宜用的字和词

静脉滴注 (静脉点滴 , 静点 )

抗结核药 (抗痨药 )

抗生素 (抗菌素 )

耐药性 (抗药性 )

可的松 (考地松 )

阑尾 (兰尾 )

音 (罗音 )

脑神经 (颅神经 )

皮质 (皮层 )

泼尼松 (强的松 )

去甲肾上腺素 (正肾上腺素 )

痊愈 (全愈 )

神经元 (神经原 )

意识 (神智 , 神志 )

石蜡 (石腊 )

石炭酸 (石碳酸 )

食管 (食道 )

嗜碱粒细胞 (嗜碱性粒细胞 )

嗜酸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

适应证 (适应症 )

综合征 (综合症 , 症候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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