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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87名长期工作于低浓度氯气环境中的工人间隔

1 年的肺功能检测数据进行自身对比 , 结果表明 , FVC、 PEF、

V
·
50、 V

·
25明显降低 , 提示长期工作于该环境中 , 可导致工人肺

通气功能呈轻度阻塞性改变 , 同时小气道通气功能亦受到明

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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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长期吸入低浓度氯气 (近 10年浓度范围为 0～ 0.95

mg/m3 , 绝大多数在 0～ 0.35 mg/m3之间)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

探讨发现肺功能早期损伤的检测方法和指标 , 对某化工厂接

触氯气工人的肺功能进行了连续 2 年的跟踪观察 , 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该厂 1988～ 2000 年间 478人次的肺功能检查资料中选取

既往无呼吸道疾患史 、 1998 年和 2000 年均作过肺功能检查且

资料完整 、 无吸烟史的 87 名工人 (男 52 人 , 女 35 人)作为

观察对象 , 年龄 21 ～ 35 (27.8±2.4)岁。选取各肺功能指标

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而不是实测值)作为研究的指标。

1.2　方法

采用日本 Chest 公司生产的 Hi-601 型便携式肺功能测定

仪 , 由专业检查人员严格按操作规程检测。 测试前用标准注

射器进行校正 , 每次误差<±3%, 正确输入当时气温 、 大气

压及受检者生理参数后 , 分别测定 FVC 和 VC , 每人至少测 3

次 , 选取最好的一次数据供分析。数据资料采用 SPSS (11.0

版)统计软件包配对 t 检验方法[ 1]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

由表 1 中可看出 , 接触低浓度氯气工人主要肺功能指标

中仅有 FVC、 PEF、 V
·
50和V

·
25两年度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表 1　接触氯气工人两年度各肺功能指标实测值占预计值百分比之间的比较

年度 FVC% FEV1.0% FEV1/ FVC FEV1/FVC% V
·
25 ～ 75

PEF V
·
75 V

·
50 V

·
25 V

·
50/V

·
25

1998 102.56±12.69 93.20±10.70 86.87±5.73 104.52±6.11 80.64±16.06 86.82±15.03 61.06±17.60 77.06±16.43 84.87±15.99 69.40±17.81

2000 　98.33±10.88＊ 92.01±26.53 87.79±5.51 104.81±5.95 78.59±13.73 　80.92±15.96＊ 62.07±15.39 　73.87±13.78＊　80.87±15.72＊ 70.04±15.01

t值 5.078 0.408 -1.9 -4.77 1.807 2.992 -0.790 2.400 2.037 -0.283

P值 0 0.684 0.059 0.634 0.074 0.004 　0.432 0.019 0.045 0.778

　　＊与 1998年比较 P<0.05

　　按诊断标准[ 2] , V
·
50%和V

·
25%均<70%, 且V

·
50/V

·
25<2.5

可诊断为小气道阻塞。我们计算出两年度工人小气道阻塞检

出率 , 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 2000 年工人小气道阻塞检出

率 (17.24%, 15/87)与 1998 年 (11.49%, 10/87)相比差异

无显著意义 (χ2=1.168 , P>0.05)。

3　讨论

长期以来 , 对氯气慢性危害的认识和研究报道结果不一。

一般认为 , 在氯气浓度不超标的情况下 , 无论接触年限长短 ,

均未造成慢性中毒 , 但可以对人体有轻微影响 , 且与其他致

病因素有协同作用或相互影响[ 3] 。 本次研究表明 , 长期处于

低浓度氯气工作环境中 , 工人肺功能可受到明显影响 , FVC 、

PEF、 V
·
50、 V

·
25均显著降低 , 这与文献基本一致

[ 4 ～ 6] 。 FVC 、

PEF的降低可能是由于氯气的强烈刺激作用使上呼吸道充血导

致气道阻力增大所致 , 而V
·
50、 V

·
25降低则说明小气道功能受到

损害 , 上述指标对氯气的损害作用较敏感 , 可作为判断低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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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氯气对工人肺功能早期影响的首选指标。 工人小气道阻塞

检出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 可能是因为氯气浓度较低未超过

国家最高容许浓度及观察时间较短 (2 年), 不足以对小气道

功能产生更明显的损害。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 , 低浓度氯气

能否对小气道功能产生更显著的损害 , 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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