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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1365名接触粉尘和二氧化硫气体的工人进行肺

通气功能检查。接触粉尘 + SO2 组工人 FVC 和 FVE1. 0% 的平

均值最低，分别为 70. 18%、78. 93%，其次为接触粉尘组，

接触 SO2 组的平均值相对最高为 93. 68%、86. 23% ; SO2 组

只检出阻塞型肺功能异常，而粉尘组和粉尘 + SO2 组 3 种肺通

气功能障碍均被检出，粉尘导致的阻塞型肺功能异常占的比

例最高，为 20. 25% ; 粉尘 + SO2 组限制型肺功能异常占的比

例最高，为 53. 78% ; 粉尘 + SO2 组肺通气功能异常率最高

( 57. 14% ) ，其次为粉尘组，SO2 组相对最低 ( 21. 59% ) 。提

示粉尘和 SO2 气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存在联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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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低浓度二氧化硫，X 线胸片显示肺纹理增多增

粗，呼吸系统发病率增高。长期吸入较高浓度的粉尘可引起

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同时接触粉尘和二氧化硫对人体肺功

能影响的研究则甚少。本研究拟通过比较接触粉尘、二氧化

硫及同时接触这两种有害因素工人的肺通气功能，探讨两种

职业危害对肺功能的影响是否存在联合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 1 对象

2011 年 11 月在某体检中心参加职业健康体检且没有呼吸

系统疾病的工人1365名，男性 960 人、女性 405 人。只接触粉

尘的 894 人 ( 65. 49% ) ，同时接触粉尘和二氧化硫的 119 人

( 8. 72% ) ，只接触二氧化硫的 352 人 ( 25. 79% ) ; 年龄中位

数 35 岁，范围 17 ～ 60 岁; 工龄中位数为 8 年，范围 1 ～ 43
年。其中接尘工人主要接触电焊烟尘 ( TWA =2. 040 mg /m3 ) 、
煤尘 ( TWA =1. 860 mg /m3 ) 及铝尘 ( TWA =0. 950 mg /m3 ) 。
1. 2 方法

所有体检者按统一的方法进行体检并行肺通气功能检查。
选用用力肺活量 ( FVC) 、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 FVE1. 0 ) 的实

测值与预计值的百分比及一秒率 ( FEV1. 0 /FVC) 的实测值作

为评价 指 标。依 据 《中 华 职 业 医 学》［1］，将 FVC ＜ 80% ，

FEV1. 0 /FVC ＞ 70% ，定 为 限 制 型 肺 功 能 通 气 障 碍; FVC ＞
80% ，FEV1. 0 /FVC ＜ 70% ，定 为 阻 塞 型 肺 通 气 功 能 障 碍;

FVC ＜ 80% ，FEV1. 0 /FVC ＜ 70% ，定为混合型肺通气功能障

碍。所有体检者出现上述其中一种情况者即视为肺通气功能

异常。
1. 3 统计分析

用 EpiData3. 02 建立数据库，采用 SA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率、

构成比描述，不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2 结果

2. 1 肺功能各项指标

受检者的 FVC、FEV1. 0% 及 FEV1. 0 /FVC 经方差分析各组

差别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 ，粉 尘 + SO2 组 FVC、
FEV1. 0%平均值相对最低，其次为粉尘组。见表 1。

表 1 不同有害因素对肺通气功能指标的影响 ( x ± s)

指标 粉尘组 SO2 组 粉尘 + SO2 组 F 值 P 值

FVC 88. 23 ± 24. 11 93. 68 ± 10. 88 70. 18 ± 40. 63 44. 33 ＜ 0. 0001

FEV1. 0 85. 97 ± 26. 07 86. 23 ± 12. 63 78. 93 ± 45. 47 4. 14 0. 0161

FVE1. 0% 83. 87 ± 21. 39 79. 46 ± 13. 19 98. 22 ± 27. 57 38. 15 ＜ 0. 0001

2. 2 肺通气功能异常

2. 2. 1 肺通气功能障碍类型 SO2 组只存在阻塞型肺功能异

常; 而粉尘组和粉尘 + SO2 组 3 种肺功能异常均存在，粉尘组

的工人出现阻塞型肺功能障碍的有 181 人 ( 20. 25% ) ，粉尘

+ SO2 组出现限制型肺功能障碍者 64 人 ( 53. 78% ) 。3 组肺

功能异常情况经卡方检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53. 46，P
＜ 0. 0001 ) ， 粉 尘 + SO2 组 肺 功 能 异 常 的 比 例 最 高， 为

57. 14%，见表 2。

表 2 接触不同有害因素工人肺功能异常类型

组别 n
限制型 阻塞型 混合型 合计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粉尘组

SO2 组

粉尘 + SO2 组

合计

894 129 14. 43 181 20. 25 6 0. 67 316 35. 35

352 0 0 76 21. 59 0 0 76 21. 59

119 64 53. 78 3 2. 52 1 0. 84 68 57. 14

1365 193 14. 14 260 19. 05 7 0. 51 460 33. 70

2. 2. 2 肺通气功能异常情况 接触不同有害因素工人肺功能

异常情况在不同性别、年龄、工龄内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以粉尘 + SO2 组肺功能异常所占的比例最高。男性肺功能

异常人 数 的 比 例 ( 37. 5% ) 多 于 女 性 ( 24. 69% ) ( χ2 =
20. 92，P ＜ 0. 0001 ) 。年 龄 ＜ 30 岁 组 肺 功 能 异 常 率 为

32. 82%，高于 30 ～ 40 岁的工人 ( 30. 74% ) ， ＞ 30 岁工人呈

现随年龄增大肺功能异常率增高的现象。工龄 ＞ 20 年的工人

肺功能异常人数所占比例最高，为 3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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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次体检结果显示，同时接触粉尘和二氧化硫对工人肺

功能的影响大于只接触其中一种有害因素，粉尘对肺功能的

影响大于二氧化硫气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二氧化硫

的联合作用对工人的健康影响相对更大。
本次接触二氧化硫气体的工人只存在阻塞型肺功能异

常，与何 文 雍 等 报 道 的 SO2 主 要 损 伤 肺 小 气 道 功 能 相

符［2］; 接触粉尘的工人则以阻塞型肺功能异常占的比例相

对较高，这与蔡洁等［3］报道的接触粉尘作业肺功能损害限

制型发生比例较高不一致，可能由于本次体检的工人中年

轻的工人相对较多、接尘种类不同等有关。同时接触粉尘

和二氧化硫的工人以限制型比例最高，可能是由于粉尘对

人体的影响大于二氧化硫，而粉尘在限制型通气障碍方面

起的作用更大。
1365名工人中肺功能异常率为 33. 70%，高于魏清［4］报告

的结果 ( 25. 79% ) ，可能因本次体检是在冬季进行，东北地

区室内外温差大，部分工人可能罹患轻度呼吸系统疾病，导

致检查异常率偏高。年龄大、工龄长的工人异常率较高，说

明粉尘及二氧化硫对肺功能的影响存在远期效应。性别差异

可能与粉尘作业男工多于女工，以及男性吸烟等不良习惯有

关。本次体检工人年龄偏低、工龄较短，以后应平衡各组样

本数继续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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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6—2011 年网络直报的职业病病例数据显示，

淄博市 6 年间共报告职业病1194例，新发尘肺病 930 例 ( 占

77. 9% ) ，职业中毒 137 例 ( 占 11. 5% )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

疾病 106 例 ( 占 8. 9% ) ，职业病病种涉及职业病目录中 9 大

类 28 种。各类职业病发病情况以煤工尘肺、矽肺、苯中毒、
锰及其化合物中毒为主，对尘肺病、职业中毒防治是本市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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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结和分析本市的职业病发病特点，为政府以及相关

企事业单位制定职业病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现将淄博市

2006—2011 年职业病发病报告统计信息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资料取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淄博市 2006—2011
年职业病报告卡，病例均经职业病诊断小组确诊，数据剔除

了未通过审核的个体。
1. 2 方法

采用全国统一的尘肺病例报告卡、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

告卡 ( 包括急慢性职业中毒、物理因素、生物因素及其他职

业病等) 。将数据导入 Excel 表格，用 SPSS16. 0 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 Ｒ × C 卡方检验，单项分类方差分析 ( one-way classi-
fication ANOVA) 等比较不同类型职业病患者所在单位的经济

类型、企业规模等是否有差别。所有统计检验均采取双侧检

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职业病发病情况

2006—2011 年期间，淄博市累计报告1194例职业病病例，

除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外，职业病病种涉及 9 大类 28 种，其中

尘肺病 10 种、职业中毒 7 种、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2 种、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1 种、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 1 种、职业

性皮肤病 3 种、职业性眼病 1 种、职业性肿瘤 1 种、其他职

业病 2 种。在1194例职业病人中新诊断尘肺病 930 例，占所

有病例的 77. 9% ; 其次职业中毒 137 例，占 11. 5% ; 职业性

耳鼻喉口腔疾病 106 例，占 8. 9% ; 这三类职业病报告人数占

6 年间职业病报告总人数的 98. 3%。还有很少一部分的其他

种类的职业病 ( 包括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1 例、生物因素所

致职业病 8 例、职业性皮肤病 4 例、职业性眼病 2 例、职业

性肿瘤 1 例及其他职业病 5 例) 。
报告职业病总数以及各类职业病报告人数未呈现明显的

升高或降低趋势。各类职业病报告人数在 2007 年达到最多，

其他年份相对较少，2007 年以后，报告的职业病人数稍微呈

现出下降趋势。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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