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触木尘工人胸片和肺功能改变的探讨
Study on the alteration of respiratory function and chest roentgenogram in wood dust-exposed workers

邱美华

QIU Mei-hua

(杭州红十字会医院 , 浙江 杭州　310002)

　　摘要:通过详细询问呼吸系统症状 、 摄胸片及测定肺通

气功能的调查 , 表明接尘工人各项肺功能指标均较对照组低 ,

而胸片异常率 、 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和慢性支气管炎发病率

则明显增高。

关键词:木尘;胸片;肺功能

中图分类号:R13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写:1002-221X(2002)06-0361-02

为提高对木尘危害性的认识 , 我们对某木材厂 108 名接

尘男性工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 , 小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该厂接尘 10年以上 , 无急慢性心肺疾患的

108 名男性工人为对象 , 平均年龄 49.8 岁 , 其中接尘 10 ～ 20

年66 名为接尘 A组 , 20 年以上 42 名为接尘 B 组。另选择 42

名不接尘男性后勤人员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 48.2 岁。

1.2　研究方法　接尘组和对照组均摄高千伏胸片和肺通气

功能测定 , 胸片参照 1986年国家尘肺 X线诊断标准 , 由 3 名

诊断医生读片 , 评片标准:轻度:肺门阴影增大 , 增密 , 两

肺纹理增多 , 增粗 , 并呈粗细不匀及扭曲 , 两肺中下野可出

现散在不规则小阴影。中度:肺门阴影增大 , 增密 , 可见增

大淋巴结阴影 , 致使肺野不够清晰 , 可见到散在的圆形小阴

影或不规则小阴影。重度:在中度基础上不规则小阴影或圆

形小阴影明显 , 但其密集度未达到尘肺标准。

肺通气功能用日产 SPIROSCREEN2120 型肺功能测定仪描

记 , 由专人操作。测定项目:FVC 、 FEV1.0、 MMF、 V
·

50 、 V
·

25。

为消除年龄 、 身高和体重的影响 , 上述指标均采用实测值占

预计值百分比进行统计。

1.3　呼吸系统症状及吸烟情况调查　参照英国医学研究委

员会呼吸系统症状询问提纲设计调查卡 , 由专业医生对每名

受检者进行详细的呼吸系统症状询问调查 , 并记录职业史 、

既往史。所有吸烟者均符合以下条件:有 2 年以上吸烟史 ,

平均日吸烟量>12支。

2　结果

2.1　　接尘组和对照组肺通气功能比较
表 1　接尘组与对照组各项肺功能指标测定结果比较

对照组 (42人)

　吸烟 (27人)　　不吸烟 (15人)　

A组 (66人)

　吸烟 (46人)　　不吸烟 (20人)　

B组 (42人)

　吸烟 (31人)　　不吸烟 (11人)　

FVC 84.35±10.05 102.30±19.50 78.68±10.48＊ 93.70±21.44＊ 63.92±21.56＊ 73.61±28.90＊

FEV 1.0 80.32±19.17 89.99±29.42 80.71±15.13 86.27±34.71 71.43±26.42＊ 79.82±37.95＊

MMF 60.52±16.34 69.31±28.27 56.43±31.91 65.49±21.64 49.44±21.52＊＊ 57.18±26.47＊＊

V
·
50/H 2.38±1.25 2.52±1.07 1.98±1.19＊ 2.32±1.40＊ 1.94±0.62＊＊ 2.14±0.88＊＊

V
·
25/H 1.48±0.78 1.57±0.95 1.09±0.58＊ 1.31±0.74＊ 0.88±0.46＊＊ 0.98±0.67＊＊

　　＊与对照组相比 P<0.05, ＊＊P<0.01。

　　由表 1可见 , 接尘 A (除外 FEV1.0 、 MMF)、 B 两组肺通气

功能与对照组相比 , 其吸烟与不吸烟工人各指标均较后者有

不同程度的降低 , 且随接尘工龄增加 , 肺通气功能下降更为

显著。

2.2　胸片异常率比较

表 2　接尘组与对照组胸片异常率的比较

组别 0 轻度 中度 重度

对照组 (42例) 39 3 0 0

接尘 A组 (66例) 10 38 16 2

接尘 B组 (42例) 6 4 21 11

收稿日期:2001-07-20;修回日期:2001-12-03

　　表 2 示接尘A 、 B 组胸片异常率比对照组有明显增高 , 其

异常率也随接尘工龄增加而增大 , 但未见有达尘肺者。

2.3　呼吸系统症状的比较

表 3　接尘组与对照组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的比较 (%)

症状 对照组 接尘A 组 接尘 B组

咳嗽 12.60 27.84＊ 39.97＊＊

咳痰 10.41 18.68＊ 27.33＊＊

气短 7.48 18.96＊＊ 26.40＊＊

胸闷 3.51 12.66＊ 22.41＊＊

　　＊与对照组相比 P<0.05 , ＊＊P<0.01。

表 3提示接尘组工人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均较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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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并随工龄增长而依次增加 , 且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3　小结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 , 长期接触木尘的工人咳嗽 、 咳痰 、

胸闷 、 气短等呼吸系统症状阳性率和慢支患病率有明显提

高[ 1 , 2] , 多数学者的调查资料同时表明 , 长期接触木尘可引起

肺功能不同程度的下降。 Carsso 等对 85 名木工和 53 名对照工

人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 接尘组工人的 FEV1.0 、 FEV1.0/

FCV%等肺功能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 3] 。

本研究提示木尘对工人肺功能有一定的损伤 , 其损伤程

度随工龄增长而升高 , 且无论吸烟与否 ,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胸片异常率也明显增高。

总之 , 木尘对肺功能的损害已较为肯定 , 为了保护工人

健康 , 加强对木尘工人的防护 , 采取进一步防尘降尘措施是

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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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火电厂作业工人进行眼 、 鼻 、 咽喉疾患调查
分析 , 结果表明作业工人眼 、 鼻 、 咽喉慢性疾患检出率较对

照组高。燃料运行 、 检修电焊两车间检出率具有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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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火电厂作业工人眼 、 鼻 、 咽喉患病情况 , 对某火

电厂 579名一线工人进行了调查 , 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一线工人 579 名为观察对象 , 男性 395 人 , 女性 184

人 , 年龄为 20 ～ 60 岁 , 平均 36.4 岁 , 工龄 1 ～ 40 年 , 平均

14.8年。另选择同厂行政后勤人员 161 名为对照组 , 男性 84

人 , 女性 77 人 , 年龄 20 ～ 60 岁 , 平均 39.3 岁 , 工龄 1 ～ 35

年 , 平均 14.4年。

1.2　方法

由劳动卫生医师对上述人员询问职业史 、 既往史及上呼

吸道自觉症状 , 专职医师进行眼 、 鼻 、 咽喉常规检查。

判定标准:(1)将检出慢性结膜炎 、 沙眼 、 慢性泪囊炎 、

结合膜结石等定为眼慢性炎症;(2)翼状胬肉为病变在结膜

睑裂部内侧或外侧 , 均未遮盖到瞳孔区 , 无任何不适感 , 未

累及视力;(3)将慢性单纯性鼻炎 、 过敏性鼻炎 、 慢性肥厚

性鼻炎 、 鼻息肉等统称为慢性鼻炎;(4)将慢性咽炎 、 慢性

扁桃体炎 、 慢性喉炎等统称为慢性咽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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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现场劳动卫生基本情况　该火电厂建于20世纪 80年代

末 , 总装机容量为 20万千瓦 , 有 4 台发电机组。经 90 年代两

次技改后生产一线工人大部分在装有空调的控制室电脑操作 ,

作业环境较干净优雅。燃料运行的煤运和检修电焊车间生产

场所主要危害为煤尘 、 电焊尘。经现场测定均未超过国家卫

生标准。

2.2　两组人员眼 、 鼻 、 咽喉慢性疾患比较发现观察组眼慢

性炎症 、 翼状胬肉 、 慢性鼻炎 、 慢性咽喉炎的检出率分别为

13.29%, 10.88%, 15.72%, 18.65%, 均 高 于 对 照 组

12.42%, 5.59%, 11.18%, 12.42%, 经卡方检验仅翼状胬肉

两组差别有显著性 (P <0.05)。

2.3　不同车间眼 、 鼻 、 咽喉慢性疾患比较　从表 1 可见燃

料运行组眼 、 鼻 、 咽喉疾患检出率较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 P <0.01);检修电焊组眼慢性炎症 、 翼状胬肉和慢

性咽喉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P <0.01);

其他组慢性鼻炎较对照组差异亦有显著性 (P<0.05)。

2.4　不同工龄眼 、 鼻 、 咽喉疾患比较　本次调查发现仅翼

状胬肉检出率有随工龄增加而增高趋势 , 且差异有极显著意

义 (P<0.01)。眼慢性炎症 、 慢性鼻炎 、 慢性咽喉炎等均与

工龄无关 (P>0.05)。

2.5　不同性别的比较　火电厂作业工人慢性鼻炎 、 慢性咽

喉炎检出率男性分别为 16.20%、 18.99%, 略高于女性

14.67%、 17.93%, 但无统计学意义 (P>0.05)。翼状胬肉男

性检出率 (12.15%)较对照组 (5.59%)有显著差别 (P <

0.05), 但与女性 (8.15%)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眼慢性炎症女性为 15.22%, 略高于男性 12.41%, 差别无显

著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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