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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对人体的危害 

 

· 1.粉尘进入人体的途径   

  人体对进入呼吸道的粉尘具有防御机能，能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部分

尘粒清除掉。其作用大体分为三种。即滤尘机能、传送机能和吞噬机能。

这三种机能互有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尘粒进入呼吸道时，首先由于上呼吸道的生理解剖结构、气流方向

的改变和粘液分泌，使大于 10μm 的尘粒在鼻腔和上呼吸道沉积下来而

被清除掉。据研究，鼻腔滤尘效能约为吸气中粉尘总量的 30％一 50％。

由于粉尘对上呼吸道粘膜的作用，使鼻腔粘膜机能亢进，毛细  

血管扩张，大量分泌粘液，借以直接阻留更多的粉尘。这是机体的一种

保护性反应，但在病理学上已属于肥大性鼻炎。此后粘膜细胞由于营养

供应不足而萎缩，逐渐形成萎缩性鼻炎，则滤尘机能显著下降。由于类

似的变化，还可引起咽炎、喉炎、气管炎及支气管炎等。 

  在下呼吸道，由于支气管的逐级分支、气流速度减慢和方向改变，

可使尘粒沉积粘着在支气管及其分支管壁上。这部分尘粒大小直径约在

2 一 10μm。其中大多数尘粒通过粘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伴随粘液往外移

动而被传送出去，并通过咳嗽反射排出体外。进入肺泡内的粉尘，一部

分随呼气排出；另一部分被吞噬细胞吞噬后，通过肺泡上皮表面的一层

液体的张力，被移送到具有纤毛上皮的呼吸性细支气管的粘膜表面，并

由此传送出去；还有一部分粉尘被吞噬细胞吞噬后，通过肺泡间隙进入

淋巴管，流入肺门。直径小于 3μm 的尘粒，大多数是通过吞噬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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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除的。 

  由此可见，人体通过各种清除机能，可将进入肺脏的绝大多数尘粒

排出体外，而进入和残留在肺门淋巴结内的粉尘，只是吸入粉尘的一小

部分。虽然人体有良好的防御机能，但在一定条件下，如果防尘措施不

好，长期吸入浓度较高的粉尘，则仍可产生不良影响。 

  

2.粉尘对人体的危害   

  粉尘危害最严重的是可引直矽肺。此外，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还可

能引起其它一些疾病。例如，大麻、棉花等粉尘可引起支气管哮喘、哮

喘性支气管炎、湿疹及偏头痛等变态反应性疾病。破烂布屑及某些农作

物粉尘可能成为病源微生物的携带者，如带有丝菌属、放射茵属的粉尘

进入肺内，可引起肺霉菌病。石棉粉尘除引起石棉肺外，还可引起间皮

瘤。经常接触生产性粉尘，还要引起皮肤、耳及眼的疾患。例如，粉尘

堵塞皮脂腺可使皮肤干燥，易受机械性刺激和继发感染而发生粉刺、毛

囊炎、脓皮病等。混于耳道内皮脂及耳垢中的粉尘，可促使形成耳垢栓

塞。金属和磨料粉尘的长期反复作用可引起角膜损伤，导致角膜感觉丧

失和角膜混浊。在采煤工人中还可见到粉尘引起的角膜炎等。  

3.生产性粉尘引起的肺部疾病   

  目前一般将生产性粉尘所引起的肺部疾患分为三大类： 

  (1)尘肺 

  尘肺是指由于长期吸入一定浓度的能引起肺组织纤维性变的粉尘

所致的疾病。我国关于尘肺的记载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北宋时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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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0 世纪)孔平仲即已指出，采石人所患的职业性肺部疾病是由于“石

末伤肺”所致。欧洲直至 16世纪时对尘肺的本质尚不了解。以后虽有

人提出“尘肺”一词，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尘肺的概念还不明

确。近四五十年来，通过临床观察、X 线检查、病理解剖以及实验研究，

认为除游离二氧化硅外，还有一些其它粉尘也可引起尘肺。  

  尘肺按其病因可分为以下四类： 

  ①矽肺，由于吸入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而引起的尘肺； 

  ②硅酸盐肺，由于吸入含有结合状态二氧化硅(硅酸盐)，如石棉、

滑石、云母等粉尘而引起的尘肺； 

  ③混合性尘肺，由于吸入含有游离二氧化硅和其它某些物质的混合

性粉尘而引起的尘肺，如煤矽肺、铁矽肺等； 

  ④其它尘肺，某些其它粉尘引起的尘肺，如煤肺、铝肺等。 

  尘肺按其病理形态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即间质型(弥漫硬化型)、结

节型及肿瘤样型。但这种分型也不是绝对的，如煤矽肺可表现为间质型

与结节型两者同时存在。在实际工作中，通常按其病理变化、X 线所见、

临床表现将尘肺分为 I、Ⅱ、Ⅲ三期。 

  (2)肺粉尘沉着症 

  有些生产性粉尘，如锡、钡＼d 铁等粉尘，吸入后可沉积于肺组织

中，仅呈现一般的异物反应，但不引起肺组织的纤维性变，对人体健康

危害较小或无明显影响，这类疾病称为肺粉尘沉着症。 

  (3)有机性粉尘引起的肺部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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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机性粉尘，如棉、亚麻、茶、甘蔗渣、谷类等粉尘，可引起

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常有胸闷、气拓、咳嗽、咳痰等症状。一般认

为，单纯有机性粉尘不致引起肺组织的纤维性变。 

  尘肺与肺粉尘沉着症、有机性粉尘引起的肺部病变，在病理改变及

对人体的危害程度方面各有不同，其中只有尘肺属法定职业病范围，所

以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加以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