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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烟草尘工人高仟伏 X 线胸片 6 年动态观察

Six years dynamic observation on high kilovoltage chest radiograms in tobacco dust exposed workers

钱琳
QIAN Lin

( 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选择某卷烟厂 2007 年至 2012 年接触烟草尘的作
业工人 351 人，对其 X 线胸片进行了为期 6 年的动态观察，

分析 X线胸片表现与接尘浓度和接尘时间的关系。本次调查
的工作场所空气中总粉尘浓度范围 0. 26 ～ 4. 9 mg /m3。X线胸
片显示，接尘组检出双肺纹理增多，紊乱 55 人，其中 13 人
合并肺结核，未检出烟草尘肺。提示长期低浓度的烟草粉尘
暴露，可以引起接尘工人的肺部损害，表现为肺纹理的改变。
同时，增加肺结核的患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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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烟草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许多小企业工作环境不

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为了解烟草尘浓度和接尘时间对接尘工

人肺部的影响和 X 线胸片的改变，促进烟草行业对工艺流程

和通风除尘设备的改进，我们选取了规模较大、工作环境较

好的本地一家烟厂进行了为期 6 年的生产环境粉尘浓度监测

和接尘工人高仟伏 X 线胸片检查。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择某卷烟厂制丝车间和卷包车间接触烟草尘作业工人

351 人为观察对象，其中卷包车间 153 人 ( 男 87 人、女 66
人) ，年龄 23 ～ 54 岁，平均 40. 3 岁，接尘工龄 4 ～ 32 年，平

均 19 年。制丝车间 198 人 ( 男 123 人、女 75 人) ，年龄 21 ～
49 岁，平均 36. 1 岁，接尘工龄 3 ～ 27 年，平均 16 年。对照

组 187 人 ( 男 103 人、女 84 人) ，年龄 19 ～ 31 岁，平均 24. 6
岁，接尘时间 0 ～ 3 个月。
1. 2 方法

1. 2. 1 作业场所环境监测 使用江苏建湖电子 SFC-3BT 双

头恒流粉尘采样仪，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均经过国家有

关部门检定合格。车间空气中烟草尘检测根据《工作场所空

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2004) ，每个采样

点上、下午各进行 2 次样本采集，即每个点采集 4 个样本。
粉尘浓度测定采用滤膜称重法，采样结果为工作环境中总粉

尘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评价标准依据《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 GBZ2. 1—2007)

进行评价。
1. 2. 2 从业工人高仟伏胸片检查 使用新黄埔 HY-650AT2
500 mA 医用诊断 X 射线机，普诺特自动洗片机，柯达感蓝胶

片，柯达显定影液。摄影条件选择 120 ～ 130 kV，100 mA，40
～ 80 ms，小焦点，对所有接尘体检者进行高仟伏后前位 X 线

胸片检查。所有接尘体检者均有 6 年动态高仟伏 X 线胸片。
对照组进行普通后前位胸片检查。

依据国家颁布的《尘肺病诊断标准》( GBZ70—2009) ，由

我中心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 3 名专家对所有 538 人、共

2293张胸片进行集体阅片，并对诊断结果作出比较。
2 结果

2. 1 作业场所环境监测

卷包车间和制丝车间均安装通风除尘设备，工人在工作

中未见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卷包车间每年测定 8 个点、32 个

样本，工作场所中粉尘浓度最高为 1. 1 mg /m3、最低为 0. 26
mg /m3，所有样本均未超过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 GBZ2. 1—2007) 中规定的总粉尘浓度 2 mg /m3 的标准。
制丝车间每年测定 10 个点、40 个样本，工作场所中粉尘浓度

最高为 4. 9 mg /m3、最低为 0. 35 mg /m3。6 年累计共 9 个采样

点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见表 1。
表 1 2007—2012 年作业环境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mg /m3

年份
浓度范围 几何均值 超标采样点数

卷包车间 制丝车间 卷包车间 制丝车间 卷包车间 制丝车间

2007 0. 31 ～ 0. 72 0. 80 ～ 3. 00 0. 64 1. 50 0 1
2008 0. 26 ～ 0. 75 0. 83 ～ 2. 93 0. 63 1. 31 0 3
2009 0. 30 ～ 0. 70 0. 50 ～ 4. 90 0. 60 1. 64 0 3
2010 0. 30 ～ 0. 70 0. 40 ～ 2. 03 0. 57 0. 88 0 1
2011 0. 36 ～ 1. 00 0. 70 ～ 1. 30 0. 51 0. 84 0 1
2012 0. 35 ～ 1. 10 0. 35 ～ 1. 10 0. 42 0. 82 0 0

2. 2 高仟伏胸片结果

根据 6 年 351 名烟草尘接触者的高仟伏胸片检查结果，

共发现 X 线胸片异常表现 55 例，异常检出率为 15. 70%。其

中 32 人表现为肺纹理增多、紊乱，13 人除肺纹理增多、紊乱

外，还可见纤维化、钙化等结核样改变。未检出烟草尘肺。
但肺结核检出率为 3. 7%。各年度胸片检查异常结果见表 2。
对照组 187 人，检 出 X 线 胸 片 异 常 4 人，异 常 检 出 率 为

2. 1%，均为肺纹理稍增多。接尘组和对照组胸片异常检出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6. 635，P ＜ 0. 01) 。本次调查表明烟

草尘接尘工人的 X 线胸片异常主要表现为肺纹理增多、紊乱，

异常检出率随接尘浓度的增加和接尘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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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患病率明显高于不接触烟草尘的人群。只是在低浓度

烟草尘环境下，一般不会引起烟草尘肺。这与唐德环等对烟

草尘对作业工人肺部影响的调查一致［1］。
表 2 2007—2012 年接尘工人体检异常结果 名

年份
卷包车间 制丝车间 合计

异常人数 异常率( % ) 异常人数 异常率( % ) 异常人数 异常率( % )

2007 3 1. 96 18 9. 09 21 5. 98
2008 4 2. 61 22 11. 11 26 7. 41
2009 6 3. 92 28 14. 14 34 9. 69
2010 6 3. 92 37 18. 69 43 12. 25
2011 6 3. 92 43 21. 72 49 13. 96
2012 7 4. 58 48 24. 24 55 14. 25

3 讨论

本次调查选择的卷烟制造企业环境优良，通风除尘设备

较为先进，工作环境中粉尘浓度基本都能达到国家标准。但

本次调查仍表明烟草粉尘对肺组织有损害作用，并引起接尘

工人 X 线胸片的异常改变。
调查选取烟草尘浓度较高的制丝车间和烟草尘浓度较低

的卷包车间，调查结果显示，制丝车间工人的 X 线胸片异常

检出率明显高于卷包车间，且随接尘时间的延长，异常检出

率逐年增加。6 年末，卷包车间 X 线胸片的异常检出率为

4. 58%，制丝车间为 24. 24%，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说明即使在较低烟草尘浓度下工作，随接尘时间的延

长其 X 线胸片的异常检出率也逐渐增加。本次调查中所有接

尘工人均表示用人单位提供了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但由于

工作环境比较满意，并且带口罩工作不舒服，而未使用个人

防护用品。本次调查表明，即使在符合国家标准的环境下工

作，仍应采取适当的个人防护，从而减少烟草粉尘对呼吸系

统的刺激。
调查中检出肺结核 13 例，检出率 3. 7%，明显高于本地

区肺结核患病率 ( 0. 51% ) ，应该与长期吸入烟草粉尘及刺激

性气体，导致支气管内皮细胞表面的纤毛被破坏，从而使呼

吸道抵抗力下降有关，说明在烟草行业中应注意肺结核的宣

传和预防工作。
此次调查未发现烟草尘肺，这与工作环境中烟草粉尘浓

度较低有关，说明改善作业环境，降低车间空气烟草尘浓度，

烟草尘肺是可以预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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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 9 家企业锰职业危害调查与分析

Survey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nine manganese enterprises of certai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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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某市 9 家存在锰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开展现场调
查及职业健康体检。大部分企业能够有效开展职业病防治的
前期工作，但仍存在签订劳动合同前未告知可能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未提供个体防护用品，作业现场空气中锰含量超标。
提示企业今后应坚持并加大职业病防治前期工作的投入，认
真履行各项义务，保障劳动者权利，促进企业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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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我省企业锰职业病危害现状，发现企业在职业病

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防治对策，保障劳动者权利，

我们对某市 9 家企业开展了锰及其化合物的职业病危害调查。
1 对象及方法

1. 1 对象

随机选择 9 家存在锰危害的企业及其作业人员为调查对

象。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

分标准》划分企业规模类型，9 家企业中 8 家为小型机械企

业、1 家为大型船舶企业。调查的1203名劳动者全部为电焊

工，其中男性1069人、女性 134 人，男女比例约为 8∶ 1。
1. 2 内容和方法

1. 2. 1 问卷调查 调查员来自省、市、区级疾控中心专业人

员，统一培训，现场调查。问卷表分企业和个人两部分。企

业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有害因素监测情况、职

业卫生管理及职业病防治投入情况; 个人问卷内容包括劳动

者基本情况、职业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病危害认知

及个体防护状况。发放企业调查问卷 9 份、个人问卷1203份，

回收率均为 100%。
1. 2. 2 现场有害因素检测 根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2004 ) 的要求，采用微孔滤

膜采集样本。使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空气中锰及其化

合物含量。
1. 2. 3 职业健康体检 对1203名电焊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体检项目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GBZ181—2007 )

的要求进行。
1. 3 统计学处理

所有结果录入微机，采用 Epidate 输入，Excel 统计。

·872·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3 年 8 月第 26 卷第 4 期 Chinese J Ind Med Aug 2013，Vol． 26 No．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