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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處理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
含量相當高之石英石材，其個人粉塵
暴露量將可能遠高於容許標準。

近年來矽粉塵暴露量高，以致病人
肺部呈現塵肺症併肺泡蛋白質沉著症
之變化。

經上述評估，診斷疾病為職業性矽
肺症合併肺纖維化及肺泡蛋白質沉著
症。病人後來也在台大接受了肺臟移
植，最後仍於 108 年 3 月因多重器官
衰竭宣告死亡。

一般典型矽肺症，或稱慢性矽肺
症 (Chronic silicosis)， 肇 因 於 長 期
反覆吸入各種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
(Crystaline free silica) 含 量 不 等 的
礦物性粉塵，其中 5 微米以下的可呼
吸 性 粉 塵 (Respiratable dust) 會 沈
著在肺內，持續誘發進行性的纖維化
反應。

進行緩慢，在粉塵暴露後數年至數
十年間，先是在肺內緩慢形成細小而
各自分離的纖維性小結節，這些矽結
節 (Silicotic nodule) 直徑約 1-10 公
厘，分佈於血管周圍的淋巴管，胸膜
下及胸腔內的淋巴結中。

隨 著 纖 維 化 的 進 行， 矽 結 節
會 漸 漸 增 多 增 大， 會 漸 漸 融 合 而
成 為 直 徑 大 於 1 公 分 的 進 行 性 大

塊 纖 維 化 (progressive massive 
fibrosis,PMF)。

矽肺症纖維化進行的速度和嚴重程
度，和沈著於肺內粉塵的結晶型游離
二氧化矽含量，粉塵沈著的速度，和
沈著的總量有關。

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含量愈高，吸
入矽塵量愈大，進行速度會較快。

加 速 型 矽 肺 症 (accelerated 
silicosis) 可 以 在 大 量 暴 露 矽 塵 後
5-15 年內發病，和慢性矽肺症的臨
床表現相似，但進展速度較快。

若在短時間內高強度暴露於高濃度
的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含量高的可呼
吸性矽塵，可發生急性矽肺症 (Acute 
silicosis)。 病 理 上 除 了 看 到 密 布 的
矽結節等纖維化之外，也會看到肺泡
充滿 PAS 陽性蛋白質液體，外觀很
像肺泡蛋白質症，稱之為矽蛋白質症
(Silicoproteinosis)。

常發生在燧道岩石之強力鑽孔工人
與噴砂工人。發病很快，可以在暴露
1-5 年間就迅速發病。主要症狀為迅
速惡化的呼吸困難、咳嗽、喀痰、疲
勞、體重減輕、胸痛等。有些出現指
端杵狀膨大。預後不良，症狀出現後
多在 1 年內死亡。



12 防癆雜誌 2019 ｜秋季號

即使停止矽塵暴露，已經沈著在肺
內的矽塵仍會讓肺內的纖維化持續進
行，嚴重的會進行到呼吸衰竭、肺心
症而死亡。

石 英 在 地 殼 中 普 遍 存 在， 是 二
氧 化 矽 構 成 的 矽 - 氧 四 面 體 的 晶 體
結 構。 熟 知 的 水 晶、 瑪 腦 等 都 含
有 99% 以 上 的 石 英。 半 導 體 產 業
使用的高純度多晶矽，純度可接近
100%。石英石，還有用石英粉結合
樹脂打造的人造石，是目前市面上商
業廚具檯面的主流。

病人就是從事這種廚具檯面製作的
工作，在沒有防護之下進行石英石的
切割和研磨，幾年間吸入大量高濃度
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矽肺症迅速惡
化至呼吸衰竭而死亡。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中 心（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在 1997 年將結晶
型游離二氧化矽認定為 Group l 的確
定人類致癌物質。結晶型游離二氧化
矽的長期暴露也可能導致慢性阻塞型

肺疾病、自體免疫疾病以及腎病變等
危害。矽肺症病人容易罹患肺結核。

首先可以考慮使用較無害的替代材
料，如採用金剛砂來作為噴砂材料，
不會像矽砂在噴砂過程中碎裂成極細
極密的可呼吸性粉塵。其次改良作業
程序，如切割研磨等改用濕式作業
等，和改善作業場所的通風換氣等，
減少空氣中粉塵的濃度。粉塵作業場
所依規定應每 6 個月監測粉塵濃度一
次以上。

勞動部也訂有空氣中粉塵容許濃
度，如含游離二氧化矽 10% 以上的
礦物性粉塵的可呼吸性粉塵的 8 小時
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為 (10mg/m3)/
(%SiO2+2)。

作業時還要正確佩戴 N95 等級以
上的口罩。並不是長期暴露在容許濃
度以內就絕對不會發生矽肺症，但至
少可減緩肺內粉塵沈著的速度和減少
沈著的量。

粉塵作業雇主在僱用勞工時和雇
用後每年應作特殊健康檢查，包括胸
部 X 光和肺功能檢查，若發現有塵肺
症變化或其他不適從事粉塵作業情況
時，應及時停止粉塵的繼續暴露。停
止更多的粉塵在肺內沈著，或可減緩
矽肺症進行的速度和減輕矽肺症嚴重
程度。

矽肺症是不能痊癒且 

持續惡化而可能導致死亡的疾病， 

它無法治療，但可以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