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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烟草尘对作业工人肺部的影响以及烟草尘

肺的发病情况 , 选择某卷烟厂作业工人 155 例 (男 70 例 , 女

85 例)作为观察组 , 对其进行 X 线胸片拍摄 、 肺功能测定 、

心电图及化验等项目检查 , 分析其结果与环境烟草尘浓度的

关系。X线胸片显示 , 两肺纹理增多 、 紊乱者 49 例 , 诊断无

尘肺 (0+)3例。肺功能测定结果显示 , 轻度损伤 8 例 , 小气

道功能障碍 59例。说明烟草尘可引起作业工人不同程度的肺

部损害 , 本次调查烟草尘浓度 0.45 ～ 15.56 mg/ m3 , 未见有烟

草尘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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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尘是烟草加工过程中的一种混合性粉尘 , 所含成分

复杂 , 除游离 SiO2 外 , 还有烟焦油 、 尼古丁 、 添加剂等多种

有害物质。为了调查烟草尘对作业工人肺部的影响以及烟草

尘肺发病情况 , 探讨烟草尘对人体的危害与粉尘浓度的关系 ,

为修订烟草尘卫生标准及临床诊断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

对某卷烟厂制丝车间进行了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及作业工人

的职业健康检查 , 结果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制丝车间接触烟草尘的作业工人 155 例为观察对象 ,

其中男 70例 , 年龄 21～ 59 岁 , 平均 42.3 岁 , 工龄 3～ 30 年 ,

平均 16.9年 , 吸烟者 63 例;女 85 例 , 年龄 22 ～ 48 岁 , 平均

40.4岁 , 工龄 4～ 30 年 , 平均 16.5 年 , 吸烟者 6 例。选择劳

动强度基本相同的不接尘人员 47例为对照组 , 其中男 26 例 ,

年龄 21 ～ 46 岁 , 平均 36.5 岁 , 工龄 2 ～ 25 年 , 平均 13.1 年 ,

吸烟者 15例;女 21例 , 年龄 24～ 47 岁 , 平均37.8岁 , 工龄 1

～ 28 年 , 平均 15.7 年 , 均不吸烟。

1.2　方法

1.2.1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测定采用滤膜称重法 , 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测定用焦磷酸法。

1.2.2　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　(1)全部病例均采用高仟伏

投照技术拍摄后前位 X 线胸片 , 依据尘肺病诊断标准

(GBZ70—2002)[ 1]经集体阅片作出诊断 , 肺纹理紊乱及诊断无

尘肺 (0+)者 , 均有 2 张以上动态观察胸片。 (2)肺通气功

能测定使用日本 ST-95 便携式肺功能仪 , 由专人测定 , 每人至

少测定 2 次 , 不合格重做。 测定指标有:VC 、 FVC、 FEV1、

FEV1/FVC%、 V
·
25、 V

·
50等。为避免年龄 、 身高 、 体重等因素的

影响 , 上述指标均以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进行统计分析。

(3)职业史及呼吸系统发病情况调查 , 详细询问工种 、 工龄 、

个体防护情况及呼吸系统症状 、 既往病史等。 (4)心电图检

查。(5)血 、 尿常规化验检查。对照组进行相同项目的检查。

肺功能损伤分级判断标准依据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

程度鉴定》 , 分为正常 、 轻度损伤 、 中度损伤和重度损伤[ 2] 。

肺通气功能分型界限标准为:正常 VC≥80 , FEV1≥80;阻塞

型 VC≥80 , FEV1<80;混合型 VC<80 , FEV1<80;限制型 VC

<80 , FEV1≥80[ 3] 。小气道功能障碍判定标准为V
·
25、 V

·
50实测

值占预计值 70%以下为异常。

为消除寒冷气候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 体检时间均选择在 5

～ 6月份 。

2　结果

2.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制丝车间生产工艺流程:拆包※回潮※喂料※润叶※打

叶※切梗 、 切丝 、 切片※掺兑※加香※混合。车间为流水线

生产 , 有通风除尘设施 , 工人在工作中一般不使用个人防护

用品。生产环境中粉尘浓度最高为 15.56 mg/m3 , 最低为 0.45

mg/m3 , 有 10 个点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3 mg/m3)。粉尘浓度 、

游离 SiO2 含量及分散度测定见表 1。

表 1　制丝车间粉尘测定结果

采样

点

粉尘浓度(mg/m3)

最高 最低 平均

分散度(%)

<2μm 2μm ～ 5μm～ >10μm

游离 SiO2

含量(%)

喂料 15.56 0.90 4.95 0.15 1.3 3.7 94.85 0.65

打叶 4.44 0.45 2.40 0.54 2.1 4.3 93.06 0.64

切丝 5.56 2.69 3.79 0.15 1.2 2.0 96.65 0.71

切梗 1.34 0.90 1.06 0.20 1.1 1.5 97.20 0.72

2.2　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2.2.1　X线胸片结果　该厂烟草作业工人 X 线胸片异常检出

49例 (31.6%), 其中 3 例诊断为无尘肺 (0+), 主要表现为

肺纹理增多 、 紊乱 , 并可见少量 s/ s 、 p/ s、 t/ s 小阴影 , 分布

范围以中下肺野为主 , 密集度一般为 0/ 1、 1/0 , 未见 1/1 级及

以上的改变。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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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烟草作业工人 X线胸片结果

X线表现
观察组

检出数 %

对照组

检出数 (%)

肺纹理增多 、 紊乱 31 20.0 3 6.3

伴有不规则小阴影 15 9.7 0 0

无尘肺 (0+) 3 1.9 0 0

2.2.2　肺功能测定结果　小气道功能障碍59例 (38.1%), 其

中轻度损伤8 例 (吸烟者3 例 , 不吸烟者 5例), 5 例为轻度阻

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 3 例为轻度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 。对照组

小气道功能障碍 2 例 (吸烟 、 不吸烟者各 1 例)。说明烟草尘

可引起作业工人肺功能改变 , 且以小气道阻力增加为主。

2.2.3　呼吸系统症状　咳嗽 4 例 、 咳痰 7 例 、 胸闷 9 例 、 气

短 3例 , 有慢性咽炎病史 5 例。

3　讨论

近年来国内陆续开展了一些烟草尘职业危害的研究工作。

主要从两方面开展调查:(1)烟草作为一种有机尘对呼吸系

统的损害;(2)烟草尘可否引起尘肺病。陈庚辰等经过十余

年对烟草工人进行动态观察研究 , 车间空气中粉尘浓度为 0.1

～ 384 mg/m3 , 游离 SiO2 含量 8.47%～ 32.0%, 粉尘分散度平

均86%<5μm , Ⅰ期烟草尘肺的检出率为 3.1%。吴中亚等对

烤烟工人的尘肺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 烟草粉尘浓度 8.6～ 51.36

mg/m
3
, 粉尘分散度 85%<5 μm , 游离 SiO2 含量为 4.65%～

5.07%, 烟草尘肺检出率为 3.88%。这些研究均提示接触烟草

粉尘的浓度与烟草工尘肺发病之间存在着剂量-反应关系[ 4 , 5] 。

本次对卷烟厂制丝车间的调查结果表明 , 烟草尘可引起

作业工人不同程度的肺部损害及气道反应 , 但未见烟草尘肺

的病例 , 分析与生产环境中烟草尘浓度及游离 SiO2 含量较低

有关。因此 , 国家现行的烟草尘卫生标准 3 mg/m3 是可行的。

由于各地烟草行业作业环境条件差别很大 , 有些烟厂建厂时

间长 , 老式厂房 , 手工操作 , 因此车间粉尘浓度不在同一水

平。该厂制丝车间建于 1970 年 , 1987 年又迁新址 , 自动化生

产程度较高 , 环境中粉尘浓度为 0.45 ～ 15.56 mg/m3 , 游离

SiO2含量仅为 0.64%～ 0.72%, 近似纯烟草尘。 而以往报道的

游离 SiO2含量为 4.65%～ 32.0%, 烟草尘浓度为 0.1 ～ 384mg/

m
3
, 由此分析以往报道的烟草尘肺实质上是一种混合性尘肺 ,

是因为烟叶在生长和采收过程中混入其他无机粉尘所致 , 而

不是单纯的有机尘肺。 如果生产环境中烟草尘达标 , 烟草尘

肺是可以预防的。

本次调查虽然未发现烟草尘肺 , 但观察组胸片 、 肺功能

及呼吸系统症状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分析与部分

作业点超标有关 , 表明烟草尘对呼吸系统有损害作用 , 因此

烟草尘的职业危害问题不容忽视。 单纯烟草尘是否可以引起

尘肺病 , 目前还没有肯定的证据 , 且没有制订相应的诊断标

准 , 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尽管吸烟有害健康 , 同时烟草尘的职业接触会引起作业

工人肺部的损害 , 但因为香烟的需求量很大 , 众多的烟民支

持着烟草工业的生产 , 预计在一定时间内烟草工业会继续存

在 , 由此带来的社会危害及职业危害也将继续存在。因此 ,

建议卷烟生产厂家 , 认真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 , 降低生产环境中的粉尘浓度 , 切实做好接尘工人的防

护 , 减少烟草尘的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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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纶粉尘对工人健康影响的调查
Investigation of effect of polyacrylonitrile dust on workers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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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讨腈纶粉尘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 , 对某腈

纶厂的毛条车间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该车间粉尘浓度为

4.22 (0.10 ～ 24.07)mg/m3 , 主要对接触人员上呼吸道和皮肤

有刺激作用 , 同时导致肺通气功能受到明显损伤 , 部分工人

胸部 X线表现异常;提示车间环境中腈纶粉尘的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超过 2 mg/m3、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超过 4 mg/m3

时不能充分保护工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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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腈纶厂始建于 1972 年 , 通过技术工艺改革现年产腈纶

8 000 t , 主要生产 3.33、 6.66 分特有光腈纶纤维。为了解该腈

纶厂生产中粉尘的职业危害情况 , 我们对该厂毛条生产车间

进行了劳动卫生学调查 , 对车间环境中腈纶粉尘浓度进行了

测定 , 对接触腈纶粉尘的作业人员进行了健康查体 , 现将结

果报告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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