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粉尘及所致肺部疾患 



概述 

• 有机粉尘(organic dusts)是指以有机物为主、具有一定生物

活性、吸入后能引起一系列反应的粉尘。国际职业卫生委

员会(ICOH）定义为：有机粉尘指在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

颗粒，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源性的颗粒和微粒。

• 有机粉尘中常夹杂有游离型二氧化硅、各种微生物、聚合

物单体等物质，可增加有机粉尘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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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职业性有机粉尘暴露主要见于

Ø 农、牧业的粮食、烟草、茶收获、加工及饲料制作、家禽饲养、

蘑菇栽培；

Ø 轻工业木材加工和木器制造和造纸；

Ø 棉毛麻纺织和生丝生产；植物纤维和动物皮毛的纺织加工处理；

Ø 化学工业的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有机染料生产、储存、

运输及其使用；

Ø 食品和药物生产、动物饲养和实验等作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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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有机粉尘及所致肺部疾患

–棉尘病

–外源性变应性肺泡炎

–单纯性非特异性呼吸道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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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尘  病 

• 棉尘病(byssinosis)曾被称为棉尘症、棉尘肺、棉屑沉着症、

纱厂热等。是由于长期吸入棉、麻、软大麻等植物性粉尘

引起以支气管痉挛、气道阻塞为主的疾病，表现为有特征

性的胸部紧缩感、胸闷、 气短，可伴有咳嗽，偶有咳痰，

并有急性通气功能下降,多在周末或放假休息后再工作时

发生，又称“星期一热” 。长期反复发作可导致慢性通

气功能损害，但肺部病理并无类似尘肺的纤维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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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和发病机制 

• 组织胺释放学说：棉尘病的表现之一为支气管痉挛。研究

发现，棉尘的水溶性提取物可使组织胺的释放量增加，引

起支气管平滑肌痉挛。组织胺释放学说可以解释棉尘病的

急性期症状。 

• 内毒素学说：国内外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研究发现，棉

尘病的急性症状发生率与内毒素含量及革兰氏阴性杆菌活

菌数呈剂量-反应关系。急性肺功能下降的比例随着内毒

素量的升高而增大，尤其以一秒钟用力呼气容积(FEV1.0)

的下降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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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和发病机制

• 细胞免疫反应假说：棉尘浸出液激活肺泡巨噬细胞、肥大
细胞或血小板，分泌生物介质，包括溶菌酶、前列腺素F

、趋化因子、白细胞血小板活化因子、血栓素、白介素-

Ⅰ等，引起气道平滑肌痉挛、发热反应以及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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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症状
• 患者在休息24h或48h后，第一天上班(星期一)，接触棉尘数小时（2～3h）

后，产生胸部紧束感或压迫感、气急或咳嗽、发热、畏寒、恶心、乏力等

症状，多在工作的第二天后症状减轻乃至消失。

• 随工龄延长，发病逐渐频繁，持续时间延长，症状逐渐加重，特别在接触
棉尘10～20年后，发病变得更为频繁，以至每天工作后均可出现症状，并

有咳嗽及咳痰等呼吸道刺激症状，且症状可持续存在，逐渐出现呼吸困难。

每年持续3个月，连续2年或2年以上者即可被确认为慢性支气管炎。晚期

可出现慢性气道阻塞性症状、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及肺气肿，肺通气功

能明显受损，甚至导致右心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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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 肺功能

• 肺通气功能损害特征    工休后的第一个工作班时，FEV1.0

班后测定值较班前低，即肺功能明显下降，早期这种下降

是可逆的，没有症状的棉尘接触工也可有此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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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 ①观察对象：偶尔有胸部紧束感和/或胸闷、气短等特征

性呼吸系统症状，出现第一秒用力肺活量FEV l. 0下降，但

工作班后与班前比较下降幅度不超过10％；

• ②棉尘病Ⅰ级：经常出现的公休后第一天或工作周内几天

均发生胸部紧束感和/或胸闷、气短等特征性的呼吸系统

症状，FEV1.0班后与班前比较下降10％以上；

• ③棉尘病Ⅱ级：在Ⅰ级基础上，呼吸症状持续加重，伴有

慢性肺通气功能损害，FEV1.0 或用力肺活量FVC<预计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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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诊断

须与棉尘病相鉴别的疾病主要有:

–非职业性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支气管哮喘

–心源性哮喘

–尘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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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原则 

• 患者按阻塞性呼吸系统疾病处理，以对症治疗为主，反复发作者应调离原

岗位(棉尘病Ⅰ级必要时调离；棉尘病Ⅱ级确诊时调离)。

• 控制生产场所棉尘浓度是防止棉尘病的关键；此外，棉花应储存在干燥地

方，以防污染。接触者应选用高效防尘口罩,且不吸烟。其次，健康监护作

为二级预防也十分重要，加强对接触棉尘的职业人群定期体检；同时对新

工人进行就业前体检，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不宜从事此类工作。接尘

工龄在10～20年工人应作为健康监护的重点。

• 根据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技术条件和工厂劳动组织的改善，我国车间棉

尘卫生标准总尘TWA 为1mg/m3,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为3m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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