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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 5.1 条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标准

GB16376-1996 与本标准不一致的，以本标准为准。 
    长期职业性接触棉尘、麻等植物性粉尘可引起以呼吸道阻塞为特征的棉尘病。为保护接

触者的身体健康，有效防治棉尘病，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附录 B、C 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负责起草，由北京市劳动卫生职

业病研究所、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参加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 

 



GBZ56-2002 

棉尘病诊断标准 

    棉尘病是由于长期接触棉、麻等植物性粉尘引起的、具有特征性的胸部紧束感和／或胸

闷、气短等症状，并有急性通气功能下降的呼吸道阻塞性疾病。长期反复发作可致慢性通气

功能损害。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棉尘病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棉尘病的诊断及处理。 

2 诊断原则 

根据长期接触棉、麻等植物性粉尘的职业史，具有特征性呼吸系统症状和急性或慢性

肺通气功能损害，结合现场劳动卫生情况调查，排除吸烟等其他原因引起的阻塞性呼吸系统

疾病，方可诊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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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V1.0 下降，但工作班后与班前比较下降幅度不超过 10％。 

4 诊断及分级标准 

4.1 棉尘病Ⅰ级 

    经常出现工作后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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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棉尘病Ⅱ级 

呼吸系统症状持续加重，并伴有慢性通气功能损害，FEV1.0 或用力肺活量 FVC 小于

预计值的 80％。 

5  处理原则 

5.1  治疗原则 

    按阻塞性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原则，以对症治疗为主。 

5.2  其他处理 

5.2.1  观察对象应定期作健康检查，以观察病情变化。 

5.2.2  棉尘病Ⅰ级患者应进行对症治疗，必要时调离粉尘作业。 

5.2.3  棉尘病Ⅱ级患者应调离接触棉、麻等植物性粉尘的工作，并进行对症治疗。 

6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见附录 A（资料性附录），见附录 B（规范性附录）。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A.1  本标准适用于长期接触棉花、亚麻、软大麻等植物性粉尘作业引起的棉尘病，如纺织、

弹棉、制毡、制绒等。不包括初次接触棉麻等植物性粉尘引起的“棉纺热（mill fever）”及

“织布工咳（weavers cough）”。 

A.2  根据国内外资料，棉尘病发病工龄一般在 10 年以上。某些弹棉、制毡厂由于棉质差，

粉尘浓度大，发病工龄也可以在 4 年左右。曾发生过“棉纺热”的工人易发生棉尘病，对诊

断有参考意义。 

A.3  症状询问应使用附录 B 的标准化询问表，由有经验的医生逐条询问。病史阳性者应在

间隔一段时间后重复询问，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A.4  特征性呼吸系统症状是指特定时间起病的、由呼吸道阻塞而致的胸部紧束感和／或胸

闷、气短，可伴有咳嗽和少量咯痰。症状开始多发生于工休后第一个工作日工作数小时之后。

但随着病情发展，除第一个工作日外其他工作日也可出现。 

A.5  典型的呼吸系统症状是胸部紧束感，但工人的主诉表达方式可能不一，如可诉为胸闷、

胸部压迫感、气短、胸部不适、气憋等。 

A.6  肺功能减退者应随访，重复测定，综合评定。 

A.7  通气功能预计值来用本实验室当地人群的预计值计算公式计算。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接触棉、麻粉尘工人呼吸系统症状询问表 
 
 

表 B1 
姓名           性别                 身高    cm                     体重   kg 
出生年月       年    月             询问时间                         年   月 
通讯地址                                                        询问者 
职业史 

起止年月 工厂 车间 工种 工龄小计 
年、月/12 

粉尘浓度 
mg/m3

接尘量 
mg·年 

 
 
咳嗽   

 1.  你经常在早晨醒来或起床时咳嗽吗? 
(包括第一次抽烟咳嗽和第一次走到户外咳嗽,清嗓子时偶尔咳嗽一、二声不计；“经

常”指每周 5 天或 5 天以上)。 

是否 

 2.  你经常在白天或晚上咳嗽吗? 
（如 1、2 均回答“否”，请问 6） 

是否 

 3.  你是否每年有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日子都有这样的咳嗽？ 
（“是”问 4，“否”问 6） 

是否 

 4.  这样咳嗽已有几年？ 年 

 5.  你的咳嗽是否在冬季加重？  

 6.  工作周内你是否在某一特定天总易咳嗽？ 
（“是”问 6a，“否”问 7） 

是否 

 6a.  哪一天？工休后再上班第一、二、三、四、五、六天；不固定（在相应的地方划“ˇ”）  

咳痰   

 7. 你早晨起床时经常咳痰吗? 
(包括第一次抽烟咳痰和第一次走出室外咳痰,不包括从鼻腔来的痰) 

是否 

 8.  你经常在白天或晚上咳痰吗? 
(如 7、8 均回答“否”，问 12) 

是否 

 9. 你是否每年有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有这样的咳嗽？ 
（“是”问 10，“否”问 12） 

是否 

 10.  是否每在冬季咳痰就加重？ 是否 
 11.  这样咳痰有几年了？ 年 



     肺结核  

     肺气肿  
     支气管扩张  
     慢性肺心病  
     支气管哮喘  

 胸部紧束感 

 12. 你感到胸部有紧束感或胸闷吗？ 
（“是”问 13，“否”问 14） 

是否 

 13.  你的胸部紧束感或胸闷是否在工休后再上班第一天发生？ 是否 
 13a. 每次工休后上班第一天都有这种症状吗？ 是否 
 13b. 这种症状在工作周内持续几天？ 天 
 14. 过去你曾经有过胸部紧束感或胸闷吗？ 

（“是”问 14a、b，“否”问 15） 
是否 

 14a.  过去你的胸部紧束感或胸闷是否发生在工休后再上班第一天？ 是否 
 14b.  这种症状持续了多少年？ 年 

  气短 

 15.  你在平地快走或上楼时是否觉得气短? 是否 
 16.  你和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在平地走时是否感到气短? 是否 
 17.  在平地散步时你是否因为气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是否 
 18.  气短是否在工作周内某一特定天更明显? 是否 
 18a.  哪一天? 第  

天 
  发热 

   
 19.  你在上班时或下班时曾有过发热吗? 是否 
 19a.  这种发热开始发生在什么时候? 

                                                           刚进厂      工作 
 
年后 

 20.  你曾有过下述情况后的发热吗?  
 20a.  初次做接触麻、棉工作后? 是否 
 20b.  大量地接触麻、棉粉尘后? 是否 
 20c.  脱离接触麻、棉工作后? 是否 

既往疾病  

 21.  你患过下列疾病吗？（在“是”的项目上划“ ”，并在其后详细纪录开始发生的时

间、持续时间、发生频度和诊断单位） 
 

     心脏病  
     慢性支气管炎  
     肺炎  
     胸膜炎  

      枯草热(或其他过敏性疾病) 

 
 
 
 
 
 
 
 
 



续表 B1 

吸烟   

 22. 你现在吸烟吗? 
(“否”请问 23) 

是否 

 22a.  你几岁开始吸烟？ 岁 
 22b.  你已吸烟多少年？ 年 
 22c.  你的吸烟量？ 

香烟    支/d    烟叶     g/w 
雪茄    支/d 

 

 23.   你曾经经常吸烟吗？ 是否 
 23a.  你几岁开始吸烟？ 岁 
 23b.  你已戒烟几年？ 年 
 23c.  过去你的吸烟量？ 

香烟    支/d    烟叶     g/w 
雪茄    支/d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肺功能测定方法及要求 
 

C.1 测定项目 

    VC 肺活量 

    FVC 用力肺活量 

    FEV1.0  第一秒用力肺活量 

C.2 选择仪器时的要求 

    a．仪器精确度应保持在全 50mL 或读数误差在 3%以内。 

    b．仪器测定的肺活量范围在 0～7 L（BTPS）。 

    c．测定流速装置应能够测定 0～12 L／s 的流速。 

    d．仪器应该有和 BTPS 状态下相关的容量平均数。 

    e．有记录流速-容量或时间-容量的装置。测定FEV1.0时纸速最低应达 2cm／s，容量至

少每升应为 10 mm高。 

f．仪器蓄积气体的时间至少要保持 10 不动，流量在 25 mL／s～50mL／s 之间时仪器

至少在 0.5s 内不应停顿。 

    g．仪器应该能够在现场进行校正，容量校准装置应该至少提供 2L 的容量位移。使用

前进行水平调节，检查各滑轮转动情况，使其阻力减少至最小。 

C.3  方法 

C.3.1  测定在受试者无感冒及呼吸道感染情况下进行。受试者可取站位或坐位，重复测定

时应保持同前一样的姿势。用鼻夹。受试当天停止吸烟，受试前宜静息 10min。 

C.3.2  实验中应用同一台仪器。 

C.3.3  令受试者松解衣服。测定时注意使受试者下颈部略抬高，颈部要伸展。要求受试者

缓慢扩胸充分吸气至最大量后，以最大努力、最快速度，完全不中断地吹气进入肺量计。 

C.3.4  符合要求的FVC测定至少应该作三次，其中最好的两次结果读数之差应在 5％或 01L

之内。采用FVC与FEV1.0数值最大者。以BTPS状况校正。 

C.3.5  应测定工休后再上班第一天的肺通气功能。“工休”是指离开接触粉尘 36 h 以上。 

C.3.6  应测定工作日中班前班后的肺功能，以评价急性通气功能下降。“班后”是指上班工

作 6 h后。凡班后FEV1.0降低，应喷雾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 20 min再测定一次，较吸入前实

测值提高 15％或以上者为吸入实验阳性。 

C.4  注意事项 

    下列情况应认为测定不合格： 



    a．呼气前未达到最大吸气程度； 

    b．在整个呼气过程中没有用最大力量； 

    c．连续呼气不到 58 或时间容量曲线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平段； 

    d．在吸气或呼气过程中有咳嗽或关闭声门； 

    e．口器或管道阻塞（舌、义齿等原因）； 

    f．呼气起始缓慢，不易确定起点； 

g．三次测定数值之差均大于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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