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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毛线及粉尘厂工人肺功能及其与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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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该市毛线及粉尘厂工人群体肺功能及其与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分析&方法
!

入选
>!"

名毛线厂"毛线组%

及
>$3

名粉尘厂"粉尘组%工人"统称研究组%!并以
3:2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对照组%!采用呼吸仪进行肺功能检测&对以上厂

区及非厂区社区进行空气采样!进行二氧化硒"

?Y

:

%(二氧化氮"

<Y

:

%(二氧化硅"

?)Y

:

%(棉尘及其他
CF

:4>

物质浓度测定!并分析

肺功能与上述五者浓度的相关性&结果
!

与对照组比较!粉尘组(毛线组工人的肺活量"

a@

%(用力肺活量"

Ka@

%(最大通气量

"

Faa

%(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K&a!4$

%及第一秒用力呼气量与用力肺活量比值"

K&a!4$\

%均降低"

!

#

$4$>

%!但毛线组及粉尘

组之间的
a@

及
Ka@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

%!而两组间的
Faa

(

K&a!4$

及
K&a!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粉尘组明显低于毛线组&空气污染情况方面!毛线厂区棉尘浓度显著高于粉尘厂区及非厂区社区"

!

#

$4$>

%!而
?Y

:

(

<Y

:

(

?)Y

:

及其他
CF

:4>

物质显著低于粉尘厂区!且任意两组间的浓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

C0)-1.7

相关性分析显

示
?Y

:

(

<Y

:

(

?)Y

:

(棉尘及其他
CF

:4>

物质浓度五者当中任意一者!均与
a@

(

Ka@

(

Faa

(

K&a!4$

及
K&a!4$\

五者当中任意一

者呈显著负相关性"均
1

%

$42$

!均
!

#

$4$>

%&结论
!

该市部分厂区空气污染较重且工人肺功能受损$毛线厂区棉尘含量高(粉尘

厂区
?Y

:

含量高!可能是该市毛线及粉尘厂工人群体肺功能受损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

空气污染$肺功能$

CF

:4>

$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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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服装*建筑行业城市#东莞市拥有

大量接触毛线及粉尘的工人#这当中包括不幸罹患尘肺甚至肺

癌等职业相关疾病的工人(

!

)

#后者的肺功能进行性下降#导致

健康质量每况愈下(

:

)

$然而#目前本市内尚未见关于此类工人

肺功能与工作环境空气污染的报道$为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肺

功能受损与空气污染物质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相

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以
:$!!

年
!

月至
:$!9

年
2

月在本院进行体

检的毛线厂!毛线组"及粉尘厂!粉尘组"工人作为观察对象#排

除肺癌及其他可能影响肺功能的呼吸疾病#入选
>!"

名毛线厂

及
>$3

名粉尘厂工人#并以
3:2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对照

923!

重庆医学
:$!2

年
9

月第
9>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东莞市科学技术局课题!

:$!3!$>!>$$$!3#

"$

!

作者简介!林燕梅!

!"8:%

"#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呼吸内科研究$



组"

(

3

)

$

3

组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见表
!

$经统计#性

别*吸烟例数构成及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

"$

表
!

!!

3

组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

组别
)

性别!

)

"

男 女

是否吸烟!

)

"

吸烟 不吸烟

年龄

!

Bb6

#岁"

毛线组
>!" 3!3 :$2 !$3 9!2 394:2b!>4!8

粉尘组
>$3 :"" :$9 "# 9$> 3>48>b!24"3

对照组
3:2 !"3 !33 2# :># 32439b!>4#:

!

:

&

9 !4$3: !43!8 !4:29

! $4$#> $4$83 $4$8"

?4@

!

方法

?4@4?

!

肺功能测试
!

?

O

*-.(0H0-

肺功能仪为瑞士
7,,F0,*Z'

*7H05N7*W=V

公司生产#型号
&)1

R

Y70

(国食药监械!进"字

:$$>

第
::$!#>3

号)$所有吸烟被测试者均在检查前禁烟
!N

以上$对上述
3

组研究对象进行肺活量!

a@

"*用力肺活量

!

Ka@

"*最大通气量!

Faa

"*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K&a!4$

"

及第
!

秒用力呼气量与用力肺活量比值!

K&a!4$\

"测定(

9

)

$

?4@4@

!

空气污染物质测定
!

根据
VJg!>"':$$9

,工作场所空

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在粉尘作业车间采集点#由专

业监测人员使用
K@B'>$

双头粉尘采样器采集
#N

车间空气#

每处采样
3

份(

>

)

'对以上毛线厂所在的
33

处厂区*粉尘厂所在

的
:#

处厂区及
:2

处非厂区社区进行空气采样#进行二氧化硒

!

?Y

:

"*二氧化氮!

<Y

:

"*二氧化硅!

?)Y

:

"*棉尘及其他
CF

:4>

物质浓度测定(

2

)

#并分析肺功能与上述五者浓度的关系$

?4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34$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采用
Bb6

表示#采用方差分析
A?B

法进行
3

组间的两两比

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2

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运用配对
2

检

验比较治疗前后的指标变化#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C0)-'

1.7

法$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4?

!

肺功能指标比较
!

与对照组比较#毛线组及粉尘组工人

的
a@

*

Ka@

*

Faa

*

K&a!4$

及
K&a!4$\

均降低!

!

#

$4$>

"'

而毛线组与粉尘组间的
Faa

*

K&a!4$

及
K&a!4$\

差异也

有统计学意义!

!

#

$4$>

"#粉尘组明显低于毛线组!

!

#

$4$>

"$

见表
:

$

@4@

!

空气污染物浓度比较
!

毛线厂区棉尘浓度显著高于粉尘

厂区及非厂区社区!

!

#

$4$>

"#而
?Y

:

*

<Y

:

*

?)Y

:

及其他

CF

:4>

物质显著低于粉尘
E

区且任意两组间的上述五者的浓

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3

$

表
:

!!

3

组观察对象肺功能主要指标比较'

Bb6

(

组别
) a@

!

A

"

Ka@

!

A

"

Faa

!

A

"

K&a!4$

!

A

"

K&a!4$\

毛线组
>!" 34::b$493

)

34:$b$42"

)

8#498b!34"3

)I

:42"b$4>"

)I

8948!b>4:8

)I

粉尘组
>$3 34!"b$49!

)

34!8b$483

)

824:3b!:4!2

)

:438b$4>2

)

8!43"b243:

)

对照组
3:2 342!b$49# 348:b$48! #24:"b!#432 34:!b$428 8"4:9b94#3

9 %:4!3: %:432> %94:#2 %:43!> %34:2#

! $4$9! $4$3" $4$!2 $4$3: $4$:"

!!

)

%

!

#

$4$>

#与对照组比较'

I

%

!

#

$4$>

#与粉尘组比较$

表
3

!!

不同场所周围空气污染物质含量比较'

Bb6

(

场所
)

?Y

:

日均浓度

!

(

M

&

(

3

"

<Y

:

日均浓度

!

(

M

&

(

3

"

?)Y

:

!

(

M

&

(

3

"

棉尘浓度

!

(

M

&

(

3

"

其他
CF

:4>

物质!

(

M

"

毛线厂区
33 $4!#b$4$9

)I

$4!3b$4$3

)I

:43"b$4>8

)I

>4!#b!483

)I

$48"b$4:9

)I

粉尘厂区
:# $43!b$4$8

)

$4::b$4$>

)

248!b!4#9

)

!4:2b$49!

)

!4#:b$49"

)

非厂区社区
:2 $4$9b$4$! $4$"b$4$: $4"#b$4:2 $4>"b$4!> $43!b$4$"

9 %!48:! %!423: %3498! 343!# %!4>":

! $4$3# $4$9! $4$!8 $4$:3 $4$3!

!!

)

%

!

#

$4$>

#与非厂区社区比较'

I

%

!

#

$4$>

#与粉尘厂区比较$

表
9

!!

空气污染物质与肺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a@

1 !

Ka@

1 !

Faa

1 !

K&a!

1 !

K&a!\

1 !

?Y

:

%$428# $4$93 %$42": $4$9! %$48!9 $4$!2 %$48$3 $4$!" %$42"! $4$:3

<Y

:

%$42#" $4$3" %$42"> $4$38 %$483" $4$:! %$42#9 $4$:> %$4289 $4$:"

?)Y

:

%$48$3 $4$:2 %$48!> $4$:3 %$4#83 $4$$$ %$4#:8 $4$$3 %$4#$" $4$$8

棉尘
%$48!! $4$:! %$48:" $4$!# %$4#9" $4$$! %$4#$: $4$$# %$4833 $4$!:

其他
CF

:4>

物质
%$48"" $4$!2 %$4#$9 $4$!: %$4#!3 $4$$2 %$48:" $4$!3 %$48!: $4$!8

>23!

重庆医学
:$!2

年
9

月第
9>

卷第
!$

期



@4A

!

相关性分析
!

?Y

:

*

<Y

:

*

?)Y

:

*棉尘及其他
CF

:4>

物质浓

度五者当中任意一者#均与
a@

*

Ka@

*

Faa

*

K&a!4$

及

K&a!4$\

五者当中任意一者呈显著负相关性#所得
1

绝对值

均大于
$42$

#

!

均小于
$4$>

'其中相关性最强为
Faa

与
?Y

:

#

其次为
K&a!

与
?Y

:

#相关性最弱为
?Y

:

与
a@

$见表
9

$

A

!

讨
!!

论

CF

:4>

是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等于
:4>

%

(

的细颗粒

物#并可通过呼吸沉积于肺泡#甚至可通过肺换气到达其他器

官而影响人类健康(

8

)

$

CF

:4>

细颗粒物主要来自工业性和居住

区燃煤及汽车燃油尾气#可分为一次和二次颗粒物$一次颗粒

物是由天然污染源和人为污染源释放到大气中直接造成污染

的颗粒物#例如土壤粒子*海盐粒子*燃烧烟尘等'二次颗粒物

是由大气中某些污染气体组分!如
?Y

:

*

<Y

:

及碳氢化合物等"

之间#或这些组分与大气中的对照组分!如氧气"之间通过光化

学氧化反应*催化氧化反应或其他化学反应转化生成的颗粒

物(

#

)

$由于
CF

:4>

可引起机体呼吸系统*免疫系统等损害#从

而成为近年各大媒体的热门词汇(

"

)

$然而#常见的
CF

:4>

成分

如
?)Y

:

!占
CF

:4>

的
!$\

'

9$\

"对本市的毛线!服装"及粉尘

!建筑*石棉及石料加工"等职业群体的肺功能影响如何#目前

尚未见探讨$

本研究发现#

3

组观察对象间的
a@

*

Ka@

*

Faa

*

K&a!4$

及
K&a!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且毛线组及粉尘

组工人的
a@

*

Ka@

*

Faa

*

K&a!4$

及
K&a!4$\

均比对照组

低#初步说明此两类工人的肺功能已受损#这与石晶等(

!$

)的报

道具有一致性$在
>

项肺功能指标当中#

a@

及
Ka@

在毛线组

及粉尘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提示此两类工人

限制性通气障碍暂无明显差异$两组间的
Faa

*

K&a!4$

及

K&a!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与杨晨芸等(

!!

)报

道的粉尘工人测试结果大体一致#说明粉尘工人的通气储备能

力明显下降#且气道阻力较毛线组工人明显增加#这说明粉尘

工人肺功能受损更为明显#其原因可能是该类工厂已包括部分

矽肺患者#从而拉大了两组患者之间的
Faa

*

K&a!4$

及

K&a!4$\

差异$

在空气污染物的测定方面#

3

个观察区域的
?Y

:

*

<Y

:

*

?)Y

:

*棉尘及其他
CF

:4>

物质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初步说明区域之间呈梯度差异$组间比较方面#毛线厂

区棉尘浓度显著高于粉尘厂区及非厂区社区#说明服装厂区内

棉*麻等植物性粉尘浓度高#是该类厂区的主要污染物来源'而

粉尘组厂区的
?Y

:

*

<Y

:

*

?)Y

:

及其他
CF

:4>

物质显著高于毛

线厂区#尤其是
?)Y

:

的差异最为明显#可能是石料加工过程

中产生大量粉尘所导致的'而
?Y

:

及
<Y

:

含量高于毛线厂区#

可能是由于粉尘厂区的煅烧导致的$总体而言#粉尘厂区的污

染明显大于毛线厂区$相关性分析显示
?Y

:

*

<Y

:

*

?)Y

:

*棉尘

及其他
CF

:4>

物质浓度五者当中任意一者均与
a@

*

Ka@

*

Faa

*

K&a!4$

及
K&a!4$\

五者当中任意一者呈显著负相关

性#说明厂区内粉尘*

?Y

:

*

<Y

:

*

?)Y

:

及其他
CF

:4>

物质浓度

越高#工人的气道阻塞愈发明显#肺功能受损愈严重$

本研究认为#本市部分厂区空气污染较重且工人肺功能受

损较明显#其原因可能是毛线厂区棉尘含量高#而粉尘厂区

?Y

:

含量高$为此#有针对性的制订工人定期体检#对减少该

类工人群体的呼吸道疾病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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