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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毛加工环境空气真菌污染状况的调查

Investigation on the pollution status by fungi in the air of fur-processing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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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皮毛厂作业生产环境进行了真菌学调查 , 并
对142名皮毛加工工人及 332 名不接触尘毒的对照工人进行了

呼吸系统症状的询问调查及胸部 X 线检查。 结果表明 , 皮毛

加工各工序真菌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 波动在 629 ～

3681CFU/m3 之间。其优势菌种为芽枝霉 、 交链孢霉。皮毛加

工工人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并有 7 例 X 线

胸片异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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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毛粉尘属动物性有机粉尘 ,其作业环境可引起多种呼吸

系统疾病。其中所引起的外源性变应性肺泡炎[ 1](Extrinsic al-

lergic alvelolitis , EAA)对工人健康危害较大 , 致病因素较复杂。

已知真菌是引起职业性 EAA 的重要致病抗原 , 为探明皮毛加

工行业接尘工人职业性 EAA 的致病因子 , 我们对某皮毛加工

厂进行了空气中真菌污染状况的调查 , 同时对接尘工人进行了

呼吸系统症状的询问调查及 X线摄片检查。现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劳动现场一般情况

该厂主要生产工序:生皮※鞣制※脱脂※烫皮※磨皮※

伸展※染色※干燥※回潮※熟皮※裁断※缝纫。

1.2　生产环境空气真菌学调查

采用平板沉降法 , 于车间四角及中央共 5 点采样 , 在呼

吸带水平放置直径 9cm 的平板 , 空气自然沉降 5 分钟。使用

沙保弱氏培养基 (加庆大霉素 50μg/ml), 样品于 25 ～ 28℃恒

温箱中培养 7 天 , 进行菌落计数 , 并根据奥梅梁斯基公式计

算出每立方米空气中真菌数。 将平板上真菌转种在察氏培养

基和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上 , 根据菌落形态 , 制片镜检 , 进

行分离鉴定。

1.3　研究对象

选该厂接触皮毛粉尘 , 主诉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 无肺

结核 、 胸膜炎及器质性心肺疾病的 142 名工人为调查对象。

其中男吸烟工人28 名 , 平均年龄 32.6 岁;男性非吸烟工人16

名 , 平均年龄 32.6 岁;女工 98 人 (均不吸烟), 平均年龄

30.6岁。另选劳动强度相似 , 不接触尘毒工人 332 名作为对

照。其中男吸烟工人 150 名 , 平均年龄 37.0 岁;男不吸烟工

人57 名 , 平均年龄 38.0 岁;女工 125 名 (均不吸烟), 平均

年龄 35.0岁。

1.4　呼吸系统症状的询问调查及 X线胸片检查

采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呼吸系统症状询问提纲 ,

由专业医生对受检者逐个调查 , 询问呼吸系统症状 , 记录职

业史及吸烟史。对皮毛加工工人呼吸系统症状明显者拍摄胸

部正位 X线片。 X线胸片拍摄参照尘肺拍片条件进行。胸片

由放射线科专家阅片。凡肺纹理正常或有轻度增强者为正常

胸片;肺纹理增粗 、 增强及片状或条索状阴影者属异常胸片。

2　结果

2.1　皮毛生产环境空气真菌学调查

2.1.1　皮毛加工车间空气中真菌数量

表 1　各车间空气真菌数量 CFU/m3

皮毛加工厂车间

生皮 鞣制 脱脂 烫皮 磨皮 伸展 染色 干燥 回潮 熟皮 裁断 缝纫
　

对照组车间

机加 1 机加 2 机加 3

采样点 5 5 5 5 5 5 5 5 5 5 5 9 5 5 5

真菌数 1 573 2 171 1 101 2 360 1 258 1 479 2 265 2 013 2 831 3 681 629 802 63 503 472

　　注:各车间温度 22～ 27℃, 相对湿度 52%～ 78%。

　　由表 1 可见 , 皮毛厂各车间空气中真菌数量较多 , 波动

在 629 ～ 3 681 cfu/m3 之间 , 对照组车间真菌数量仅为 63 ～

503cfu/m3。皮毛加工各车间空气中真菌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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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2.1.2　皮毛加工车间空气中真菌菌相分布调查

皮毛加工各车间共采集到 728 个真菌菌落。 鉴定结果显

示 (表 2), 各车间空气真菌菌相分布基本一致 , 优势菌丛为

芽枝霉 (占总菌落数 35.7%), 包括球孢芽枝霉和芽枝状芽枝

霉;其次为青霉 (31.2%);还有交链孢霉 (18.4%), 多见的

是细交链孢霉和土生交链孢霉。另外 , 曲霉和酵母菌在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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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车间空气真菌菌相分布 (菌落个数)

车间 青霉 曲霉 芽枝霉 交链孢霉 毛壳菌 木霉 酵母菌 其他 合计

生皮 ——— ——— 35 (70.0) 12 (24.0) 1 (2.0) ——— ——— 2 (4.0) 50

鞣制 28(40.6) 5 (7.2) 16 (23.2) 13 (18.8) ——— ——— 4 (5.8) 3 (4.3) 69

脱脂 16(45.7) 5 (14.3) 5 (14.3) 7 (20.0) ——— ——— ——— 2 (5.7) 35

烫皮 37(49.3) 6 (8.0) 11 (14.7) 17 (22.7) ——— ——— ——— 4 (5.3) 75

磨皮 22(55.0) 7 (17.5) 7 (17.5) 2 (5.0) ——— ——— ——— 2 (5.0) 40

伸展 11(23.4) 4 (8.5) 13 (27.7) 14 (29.8) ——— ——— 1 (2.1) 4 (8.5) 47

染色 1 (1.4) ——— 58 (80.6) 8 (11.1) ——— ——— 2 (2.8) 3 (4.2) 72

干燥 20(31.3) 3 (4.7) 19 (29.7) 13 (20.3) ——— 6(9.4) 1 (1.6) 2 (3.1) 64

回潮 38(42.2) 3 (3.3) 33 (36.7) 10 (11.1) ——— ——— 2 (2.2) 4 (4.4) 90

熟皮 45(38.5) 5 (4.3) 32 (27.4) 19 (16.2) 1 (0.8) ——— 5 (4.3) 10(8.5) 117

裁断 4 (20.0) ——— 10 (50.0) 5 (25.0) 1 (5.0) ——— ——— ——— 20

缝纫 5 (10.2) 8 (16.3) 21 (42.9) 14 (28.6) ——— ——— 1 (2.0) ——— 49＊

合计 227 (31.2) 46 (6.3) 260(35.7) 134 (18.4) 3 (0.4) 6(0.8) 16 (2.2) 36(4.9) 728

　　注:括号内为百分比 (%)。 ＊缝纫为两个车间 , 设 9个采样点 , 其余车间均为 5个采样点。

分车间都有检出 , 但数量较少 , 仅为 6.3%和 2.2%。对照组

车间优势菌丛为青霉 (39.4%)和交链孢霉 (21.2%)。

2.2　工人呼吸系统症状的询问调查及 X线胸片检查

接尘工人呼吸系统症状 (咳嗽 、 咳痰 、 胸闷 、 气短)、 发

热阳性率均较高 , 其中接尘工人胸闷和经常发热的阳性率

(10.2%, 4.1%)显著高于相应的对照组 (3.2%, 0%)(P <

0.05)。对接尘工人呼吸系统症状明显者 30例拍摄胸部正位 X

线片。发现异常者共 7 例。 1 例出现条索状阴影 , 6 例有肺纹

理紊乱 , 2 例出现肺纹理走行断裂。

3　讨论

皮毛粉尘成分混杂 , 对工人的致病作用也较为多样。 主

要有呼吸道炎症和过敏 , 如临床上常见的慢性支气管炎 、 外

源性变应性肺泡炎 (EAA)、 支气管哮喘等。皮毛加工行业引

起的 EAA[1] 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其致病病因尚不清楚。

真菌是重要的吸入性过敏原 , 其孢子 、 菌丝及代谢产物均可

使人致敏。有资料报道 , 真菌所致的职业性 EAA 达 10 余种 ,

如引起农民肺及麦芽工肺的烟曲霉[1 ,2] , 日本夏型过敏性肺炎

的酵母菌[ 3] , 木工肺的交链孢霉[1] 等。 本次对皮毛加工作业

环境真菌污染状况调查表明 , 作业车间劳动条件比较差 , 环

境潮湿 (相对湿度大多在 75%以上), 真菌孢子极易生长繁

殖。调查结果显示 , 各车间均有不同程度的真菌污染 , 真菌

数量波动在 629～ 3681cfu/m3 , 50%的车间真菌数量在2 000cfu/

m3 以上 , 并显著高于对照环境。皮毛加工各车间真菌菌相分

布基本一致 , 主要优势菌丛为芽枝霉 (35.7%)和交链孢霉

(18.4%)。据报道 , 芽枝霉 、 交链孢霉可引起外源性过敏性

肺泡炎[ 4 ～ 6] 。并已在患者血清中检测到特异性 IgG 抗体[ 7 , 8] 。

本次调查 , 芽枝霉和交链孢霉均为优势菌 , 是否是引

起外源性变应性肺泡炎的致病因子 , 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此次调查表明 , 工人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均较高 , 并有 4.1%

的工人出现经常发热 , 及多名工人出现条索状阴影 、 肺纹理

走行断裂等 X 线异常表现 , 提示此行业可能造成外源性变应

性肺泡炎 , 应作进一步追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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