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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钢和铸铁接尘工人肺功能损害的配对分析

徐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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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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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本文按配对设计的原则
,

严格控制年龄
、

身高
、

吸烟量
、

接尘量等因素
,

分别对 52 名铸

钢和铸铁接尘工人进行了肺功能的比较分析
,

结果表明铸钢接尘工人的 F v C
、

F E v
l

小 F E F Z卜 : 。
、

v
7。

、

v
。 。 、

V
25

等肺功能指标均低于铸铁接尘工人
,

F V C
、

F E V I 。

有显著意义的差别 (尸 < 。
.

05 ) ;

相同接尘工

龄
、

相同累计接尘量的配对结果
,

尘龄小于 20 年或累计接尘量小于 50 0 毫克
·

年时
,

两组肺功能损害

未见差别 (尸> 0
.

0 5 )
,

当尘龄大于 20 年或累计接尘量大于 50 0 毫克
·

年时
,

铸钢接尘工人肺功能各项

指标明显低于铸铁接尘工人 (尸 < 0
.

05 或 尸 < 0
.

01 )
。

关钮词 粉尘 肺功能 配对分析

铸造粉尘可使接尘工 人的肺功能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害
〔`一 3 , ,

为探讨铸钢和铸铁粉尘对

工人肺功能的影响程度
,

本文分别对铸钢和铸

铁接尘工人进行了肺功能测定和配对分析
,

现

报道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按配对设计原则分别对沈阳重型机器 厂

铸钢车间和沈 阳铸造厂铸铁车间工龄超过 10

年的铸造接尘工人做了肺功能测定
。

配对条件

为 (l ) 年龄不超过士 1 岁
; (2 ) 身高不超过士

cZ m ; (3 ) 工种相同
; (4 ) 接尘工龄不超过士 2

年
;

(5 ) 吸烟与不吸烟分别配对
,

吸烟者的吸

烟量不超过 士 5 包
·

年
; ( 6) 累计接尘量不超过

士 5 0 毫克
·

年
。

共配得 52 对
。

1
.

2 调查方法

用上海产 F JD
一

8 0 型单桶肺量计
,

每一受

检者取立位至少做 3 次用力呼气容量曲线
,

选

其中最佳者测量 F V e
、

F E v
l

.

。 、

F E F
2 5一 7 5 、

v
7。 、

v
s。 、

V
2 5 ,

测量结果校正为 37 C水蒸气饱和的

肺内容量
。

吸烟量的计算 (包
·

年 ) 一 每天 吸烟 支

数 2/ O x 吸烟年限

累计接尘量的计算
:

依两厂铸造车间每年

各测尘点所得的粉尘浓度计算出各工种 的年

平均浓度
,

以每名工人在不同工种工作的年均

浓度进行累加
,

作为该工人的累计接尘量
,

以

毫克
·

年表示
,

即 c 累计
斜

量 一 E c n ,

式中 c n

为不同工种各年的年均浓度
。

2 结果

2
.

1 两组工人年龄
、

身高等一般状况的比较

由表 1 可见
,

两组工人在年龄
、

身高
、

体

重
、

接尘工龄
、

吸烟量等方面均无统计学意义

的差别 (尸 < 0
.

0 5 )
。

表 1 52 对铸钢与铸铁接尘工人

一般状况的比较 (X 士 S D )

铸 钢 铸 铁

年龄 (岁 ) 4 3
.

0 0士 9
.

6 9 4 3
.

1 7士 9
.

8 1

身高 ( e m ) 1 6 8
.

0 4士 5
.

0 7 1 6 8
.

0 5士 4
.

9 2

体重 ( k g ) 6 4
.

9 1士 9
.

1 5 6 1
.

7 7士 7
.

2 4

接尘工龄 (年 ) 2 3
.

3 7士 1 0
.

3 1 2 2
.

8 3士 1 0
.

6 1

吸烟量 (包
·

年 ) 1 3
.

3 6士 7
.

9 9 1 3
.

3 2士 7
.

9 3

2
.

2 配对后铸钢和铸铁接尘工人肺功能实测

值的比较

由表 2 所示
,

F V C
、

F E V
I

.

。 、

F E F
Z
卜 巧
等肺

功 能指标的实测值
,

铸钢工人均低 于铸铁工

人
,

其中 F V C 和 F E V
I

.

。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

2
.

3 配对后铸钢和铸铁接尘工人相同接尘工

1
.

中国医科大学预 防医学 系 ( 1 1 0 0 0 1)

2
.

沈 阳重型机器 厂职工 医院

3
.

沈阳铸造 厂职工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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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配对后铸钢与铸铁接尘工人肺功能

实测值的比较 (又士 s D )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96年第 9卷第 5期

指 标 铸 钢 铸 铁

F V C ( L )

F E V
I

( L )

F E F Z s _7 5( L /S )

V
7 5( L /

s
)

V s 。 ( L /
s

)

V 2 5
( L /s )

3
.

1 6士 0
.

80
件

2
.

8 2士 0
.

7 9
份

2
.

7 1士 1
.

1 3

5
.

3 2士 2
.

0 8

3
.

0 8士 1
.

2 5

1
.

1 5士 0
.

5 5

3
.

8 2士 0
.

6 3

3
.

0 0士 0
.

1 6

3
.

0 3士 1
.

01

5
.

4 9士 1
.

1 9

3
.

4 3士 1
.

07

1
.

2 5士 0
.

52

注
:

铸钢与铸铁 相比
,

尸 < 。
.

05

龄肺功能实测值的比较

依据接尘工龄长短
,

将铸钢和铸铁工人各

分为小于等于 20 年和大于 20 年两个队列
,

分

别比较两组相 同接尘工龄工人肺功能 的实测

值
,

结果如表 3 所示在小于 20 年工龄段两组

工人肺功能各项指标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5 ) ; 21 年以上工龄段
,

铸钢接尘工人的肺

功能各项指标均低于铸铁接尘工人
,

且均有显

著或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表 3 相同接尘工龄铸钢与铸铁工人肺功能实测值的比较 (又士 s D )

指 标 一一一一一一竺一竺一一一一一一 铸 铁

簇20 年 > 20 年 簇 20 年 > 20 年

例 数 2 7 2 5 2 7 2 5

F V C ( L ) 4
.

14士 0
.

50 2
.

8 8士 0
.

5 4
. “

4
.

15士 0
.

4 9 3
.

4 3士 0
.

5 6

F EV I ( L ) 3
.

34士 0
.

48 2
.

1 0士 0
.

5 8
“ “

3
.

3 6士 0
.

3 7 2
.

5 6士 0
.

5 7

F E F 25一 7 :
( L /

S
) 3

.

3 2士 0
.

90 1
.

8 3士 0
.

8 6
` , 3

.

4 5士 0
.

8 0 2
.

47士 0
.

9 5

V
7 5 ( L / s ) 6

.

3 6士 1
.

6 9 3
.

72士 1
.

5 1
·

5
.

9 6士 1
.

7 3 4
.

9 5士 2
.

0 7

V S。 ( L /
s ) 3

.

7 6士 0
.

9 7 2
.

13士 1
.

0 2
·

3
.

7 5士 0
.

8 2 2
.

8 2士 1
.

14

V 25 ( L /。 ) 1
.

4 7士 0
.

4 9 0
.

7 3士 0
.

3 2
书

1
.

5 1士 0
.

5 1 0
.

9 2士 0
.

3 6

注
:

铸钢与铸铁相比
`

尸 < 。
.

05
, ’ `

尸 < 0
.

01

2
.

4 配对后铸钢和铸铁接尘工人相同累计接

尘量的肺功能实测值的比较

将 5 2 对工人按 累计接尘量的大小分为小

于 2 00 毫克
·

年
、

2 00 ~ 4 99 毫克
·

年和大于

50 0 毫克
·

年三个 队列
,

分别 比较两组相同累

计接尘量工人肺功能的实测值
,

由表 4 可见
,

累计接尘量小于 50 。毫克
·

年的两个队列
,

两

组工人肺功能各项指标未见有统计学意义 的

差别 (尸> 0
.

0 5 ) ; 累计接尘量大于 5 00 毫克
·

年队列铸钢接尘工人肺功能各项指标均低于

铸铁接尘工人
,

且差别均有显著或非常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
。

表 4 相同累积接尘量 (毫克
·

年 ) 铸钢与铸铁工人肺功能实测值的 比较 (又士 S D )

铸 钢 铸 铁
肺功 能指标

— —
< 2 0 0 2 0 0~ 5 0 0 ~ < 2 0 0 2 00 ~ 5 00 ~

例 数 1 9 11 2 2 1 9 1 1 2 2

F V C ( L ) 4
.

1 1士 0
.

5 0 4
.

0 9士 0
.

6 1 2
.

9 3士 0
.

5 8
书 各

4
.

0 6士 0
.

4 8 4
.

1 7士 0
.

5 4 3
.

4 2士 0
.

5 7

F E V I ( L ) 3
.

3 6士 0
.

4 7 3
.

2 4士 0
.

5 4 2
.

1 5士 0
.

6 2 “ 3
.

3 6士 0
.

4 1 3
.

2 5士 0
.

3 9 2
.

5 7士 0
.

6 0

F E F 2 5一 7 5
( L /

s
) 3

.

3 5士 0
.

8 5 3
.

3 3士 0
.

9 3 1
.

8 7士 0
.

8 7二 3
.

6 1士 0
.

8 4 3
.

0 5士 0
.

5 9 2
.

5 1士 1
.

0 5

V 7 : ( L / s ) 6
.

3 1士 1
.

3 9 6
.

3 1士 2
.

2 3 3
.

98士 1
.

7 9
.

6
.

0 9士 1
.

9 3 5
.

5 6士 1
.

0 8 4
.

9 4士 2
.

1 2

V
S。

( L /
s
) 3

.

7 6士 0
.

8 5 3
.

7 3士 1
.

1 1 2
.

1 6士 1
.

02
.

3
.

8 8士 0
.

9 4 3
.

4 1士 0
.

3 8 2
.

8 2士 1
.

1 9

V 25
( L /

s
) 1

.

5 3士 0
.

5 3 1
.

3 1士 0
.

3 6 0
.

7 3士 0
.

3 1
·

1
.

6 1士 0
.

5 5 1
.

2 4士 0
.

3 0 0
.

9 5士 0
.

38

3

注
:

铸钢与铸铁相 比
`
尸 < 。

.

05
, “ “

为 尸 < 0
.

01

讨论

铸造生产分为铸钢
、

铸铁
、

铝合金
、

镁合

金等多种
,

据文献报道
,

无论是尘肺患病情况
,

或是尘肺病人中的进展和死亡情况
,

均显示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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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粉 尘 对工 人 健 康的 危 害 较 铸铁 粉 尘 为

重
〔峪

·
5〕 。

对肺功能的影响是否也显示铸钢较铸

铁粉尘为重
,

迄今文献中未见报道
。

本文用配

对设计原则进行了铸钢和铸铁接尘工人肺功

能 的 比较研究
,

结果表 明
,

铸钢接尘工人的

F v C
、

F E v
,

.

。 、

F E F
2 5一 7。 、

v
?。 、

v
s。 、

V
2 5

等肺功

能指标均较铸铁接尘工人为低
,

其中 F V C 和

F E V
,

.

。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相同接尘工龄
,

相同累计接尘量的配对研 究结果表 明
,

接尘工

龄小于 20 年或累计接尘量小于 50 0 毫克
·

年

时
,

铸钢
、

铸铁粉尘对工人肺功能的影响未见

明显差别
; 当接尘工龄大于 20 年或累计接尘

量大于 50 0毫克
·

年时
,

铸钢接尘工人的肺功

能各指标均显著低于铸铁接尘工人
。

本文调查

结果充分说明
,

铸钢粉尘对工人肺功能的损害

较铸铁粉尘为重
,

而铸钢工人肺功能损害重于

铸铁接尘工人
,

主要反映在具有高接尘工龄
、

高 累计接尘量的铸钢老工人的肺功能损害显

著重于铸铁老工人
。

制定预防措施时
,

应予以

格外的注意和重视
。

4 参考文献

1 楼介治
,

等
.

铸造粉尘对接尘工 人与尘肺病人呼吸系统损

害的调查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 94 ; 7 (6 )
:

3 52

2 黄群颖
,

等
.

铸钢接尘工人与离尘工 人肺功能及呼 吸系统

症状的配对研究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 95 ; 8 ( 3)
:

13 5

3 陈杰
,

等
.

铸造粉尘对接尘工人肺功 能的影响及其 因素分

析
.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2 9 9 5 ; 24 ( l )
:

2 5

4 M e la u g h l一n A IG
,

H a r
d i n g H E

.

P n e u m o e o n i o s i s a n d o t h e r

e a s e s o f d e a t h i n l r o n a n d s t e e l f o u n d r y w o r k e r s .

A
r e h

.

I n d
.

H l t h 1 9 5 6 ; 1 4 :
3 50

5 周泽深
,

等
.

上钢三 厂两个不 同铸造车间粉尘危害的研究
.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19 8 5 ; 1 1 ( 3 )
: 1 5 7

(收稿
: 1 9 9 5一 0 9一 1 0 修回

: 1 9 9 5一 1 2一 0 5 )

急性金属汞 中毒 4 例报告

包头医学院卫生系 ( 01 4 01 0)

海渤湾矿务局总医院 高 形

高 梅

高继肾

本文报道了一家 4 口人
,

在居住环境中
,

较短时间

内吸入较高浓度汞蒸气
,

4 人 同时发生了程度不同的

急性汞中毒
。

其中 6 岁的两双胞胎女孩并发了间质性

肺炎
。

发病经过
:

发病前一天晚上
,

某工将工厂未完成实

验的汞电极带回家操作
,

反复通电加热
,

使金属 汞不断

蒸发
,

消耗汞约 2毫升左右
,

从晚饭后一直忙到深夜
。

当时正是冬季
,

门窗紧闭
,

家人陆续入睡
。

次日晨起
,

4 人均出现程度不同的发热
、

头晕
、

恶心
、

呕 吐
、

周身

不适
、

流涎并有腥臭味
。

两个女孩表现更重
,

有明显的

发热
、

胸痛
、

气短
、

紫缉
、

呼吸困难
,

经人护送来院诊

治
。

体检
:

4 人口腔
、

咽
、

牙眼有不同程度的充血糜烂
,

分泌物有腥臭味
。

两个大人余无异常
。

两个女孩
,

T 38 一 38
.

3 U
,

P 120 次 /分
,

呼吸急促
,

口

唇及面部轻微紫纷
,

两肺呼吸音弱 (第二 日两肺底出现

细小水泡音 )
,

心音有力
,

律齐
,

各瓣膜未闻及杂音
。

肝

脾未触及
,

生理反射存在
,

病理反射未引出
。

实验室检查
:

两女孩白细胞分别为 14 x l0
9

/ L 和

15 X I O ,

L/
。

尿常规
、

心电图
、

肝功能均正常
。

胸部 X

线为两肺可见分布较广泛的纤维索条和微小结节影
。

尿汞测定 4 人均增高
,

波动在 550 一 6 50n m ol / L (正常
:

25 0n m ol / L )
。

居 室 空气 汞 在 发病 后 1 天 测 定 为

0
.

l m g / m
3 (M A C

:
0

.

o l m g / m
3

)

治疗经过
:

( l) 常规驱汞
:

二琉基丙磺酸钠 25 0m g
,

肌肉注射
,

每日 1次
,

用 3 天
,

间歇 4 天为一疗程 (两

女孩药量减半 )
。

大人驱汞三个疗程
,

女孩驱汞四个疗

程
,

尿汞及胸部 X 线改变恢复正常
。

(2 ) 消毒液嗽 口

保持 口腔清洁
。

( 3 )对两个女孩的间质性肺炎除上述治

疗之外
,

早期给予吸氧
、

抗生素的应用
,

同时并用糖皮

质激素 (氟美松 )
,

经治疗四周余
,

恢复出院
。

(收稿
: 1 99 5一 0 6一 0 7 修回

:
1 9 9 5一 1 0一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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