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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女 工 月 经 异 常 情 况

周 期异 常

例数 %

经血过多

例数 %

痛 经

例数 %

接触组

对照组

34 1 6
.

8 .

3 6
。 0

经期异常

例 数 %

3 7 1 8
。
3

7 14
。
0

8 8

1 4

4 3
。
G.

28
。
0

8 2

1 7

4 0
。

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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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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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然流产
妊娠次数

—例数 %

女 工 妊 娠 异 常 频 率

娠妊高血压综合症

例数 %

妇 女 病

例数 %

死胎

例数

死产

%

接触组

对照组

19
。

5* *

8
。

3

1 7
。
4

1 1
。

8

2 5 8
。

5 .

5 3
。 5

1
。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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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几̀ù勺

`
主几J.生

2914

* P < 0
。

0 5 * *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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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育异常
:

见表 3
。

女工生育异常情况

婴儿体重

活婴数 二丁一一

一
X (克 ) SD

智力发育差

例数 %

接 触组

对照组

2 4 3

1 3 0

2 7 4 0

3 3 6 0

6 1 0* t

5 2 0

7
。

4

3
。

8

* . P < 0
。

0 1

讨论与小结

调查结果表明
,

T N T 作业女工的月经周期异常
、

经血过多和妇女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差别有

显著意义 (见表 1 : 2 = 5
.

3 9
,

P < 0
.

0 5 ; ` 2 = 4
.

0 3

P < 。 .

0 5 )
,

表明接触 T N T对女性月经有不 良 的 影

响
。

从 表2看出
,

T N T 作业女工自然流产 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
,

并有统计学意义 (护 二 3
.

86 P < 0
.

价 ; : 名

= 8
.

g g P < 。 .

01 )
,

表明 T N T对女工的妊娠有一定的

影响
,

可能是 T N T对人体细胞 (包括生殖细胞的 )染色

体有一定的损害
,

甚至对胚胎发 育 产 生 影 响
,

而

T N T 是否作用于子宫内膜
、

受精卵等从 而影响正常

妊娠仍值得研究
。

从表 3可见
,

T N T 作业女工所生婴儿体 重明显

低于对照组 (t = 1 0
.

23
,

P < 0
.

01 )
,

表明 T N T能影响

胎儿发育
,

但 TN T 如何影响胎儿发育的
,

是通过胎

盘直接作用
,

还是通过母体间接作用尚不清楚
。

此外 T N T 工厂还有铅
、

铅丹
、

黑索金
、

二硝基

重氮酚等多种化学物质
,

T N T 作业对女工月经
、

妊

娠及胎儿发育均有影响
,

仅是 T N T 本身还是 几 种

物质的联合作用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笔者认为必须对

作业女工加强保护措施
,

降低空气中 T N T 含量
,

合

理安排女工生产
,

严禁手工操作
,

加强女工保健管理
,

建立 T N T 作业女工健康卡片
,

坚持经常性的妇女病

普查普治工作
,

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

久治不愈应调离

T N T 作业工种
,

加强女工孕期系统管理工作
,

女 工

妊娠期间应调离 T N T 作业环境
,

教育女工注 意 个

人卫生
,

严禁穿工作服进入食堂吃饭或带进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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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山煤矿男职工恶性肿瘤死亡率调查

湖南省资兴矿务局卫生处 白鸥龄 陈百海 管神州 兰英臣

杨梅山煤矿职工医院 刘端生

我们在全矿区职工全死因的调查中
,

发现杨梅山

煤矿职工恶性肿瘤死亡率高
,

尤以肺癌为突出
。

为探

索肿瘤防治及其病因
,

现对该矿 的调查资 料 进 行 分

析
。

资 料 及 方 法

一
、

调查方法及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法
。

调查对象为该矿 19 6 5年

1月 1日在册的男性职工
。

观察期从 1 96 5年1 月 1 日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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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94年 2 1月 3〕 日止
,

共 20 年
,

观察队列成员在此期间

的职业变动和死亡 的原因
。

调查人员分别将调查对象名单过录到 《职业危害

作业工人卡》 上
,

详细记录职业史
、

尘肺现病史
、

吸

烟史等 ; 调离及退休者均派人或去函追访 ; 死亡人员

另填写 《死亡调查卡》
,

到就诊医院核查死因
,

恶性

肿瘤按四级诊断标准分级
。

二
、

统计分析方法

1
.

对照人群
:

选择本局另外三个煤矿为对 照
,

按同样方法进行调查
。

2
.

人年计算
:

进入观察期满 1年为 1人年
,

死亡

人员当年度计算0
.

5人年
。

3
.

人群分组
:

分井下
、

地面两组 多 在观察期内

连续从事井下工作 1年以上者划入井下组
。

4
.

分析指标
:

粗死亡率
、

标化死亡率 和 i危 险

度
。

在资料分层处理时采用 M姐 t el 一H a e n
sez

l 方法

进行显著性检验
。

调 查 结 果

本次调查杨梅山矿队列成员 1 5 7 1人
,

失访 3 1人
,

失访率 1
.

97 %
,

对照 5 4 1 5人
,

失访 1阳人
,

失 访 率
3

.

29 %
。

两组 恶性肿瘤就诊单位全部为县及柑当于县

级以上医院
,

诊断级别除对照矿有 3例为 l 级诊断外
,

其余均为 I
、

I 级诊断 , 肺癌全部为 I 级以上诊断
。

一
、

死因构成及顺位分析

表 1 死因构成及顺位比较

杨梅 山矿 对照 矿
死因分类

死亡数 构成比 顺位 死亡数 构成 比 顺位

目了z只U汽日乙八200内h,
J内b勺0门O

山月上

恶性肿瘤

循环 系疾病

特殊死亡

呼吸系疾宙

消化系疾病

其 它

6 7

5 0

4 8

2 1

14

15

0
.

3 1 1 6

0
。

2 3 2 6

0
。

2 2 3 3

0
.

0 9 7 7

0
.

0 6 5 1

0 、 Q69 7

0
。

2 1 91

0
.

15 3 7

0
。

29 72

0
.

1 68 8

0
。

0 8 0 6

0
。

OS Q6

合 计 2 1乙 1
.

0 0 0 0 3 97

杨梅山矿恶性肿瘤死亡居第一位
,

瘤死亡居第二位
。

二
、

恶性肿瘤死亡分析

0 0 0 0

对照矿恶性肿

表 2 恶性肿瘤死亡率及相对危险度
. . . . . . 州 . 曰 . ~

. . . . . .
,

.

分 类

一
一一一渔止1

` 坐一兰一一
- ` - 对 照 矿

一
.

`

一
网

.

一 -

一
-

.~

一

一
一- R R

人年数 死亡数 死亡率 ( 11 1 0万 ) 人年数 死亡 数 死亡率 ( 1 / 10万 )

全肿瘤

肝 癌

肺 癌

胃 癌

鼻咽癌

其 它

2 3 1
。

4 2

5 8
。

7 2

7 9
.

4 4

1 7
。

2 7

17
。

2 7

5 8
。

7 2

10 0 6 3 6
.

1 0 0 6 3 6
-

1叻 63 6
-

10 0 6 3 6
.

1 0 0 63 6
.

1 0 0 6 3 6
.

8 7

28

18

8

12

2 1

8 6
。

4 5

2 7
。

8 2

1 7
。

8 9

7
。

9 5

1 1
。

9 2

2 0
。

8 7

2
。

6 8* .

2
。

1 1

4
。

4 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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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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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
。

0 5 * *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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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表明杨梅山矿队列的全肿瘤与肺癌死亡率 均

显著高于对照矿队列 ① < 0
.

01 )
。

三
、

不 同人群的肺癌死亡情况

比较该矿井下和地面人群的肺癌死亡率 (表 3)
,

经标化处理后差别无显著性 (P > 0
.

05 )
。

表 3 不同人群肺癌死亡率比较 ( 1八。万 )

分 组 观察人年 死亡数 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

井下人群

地面人群

2 24 7 9
.

6 4 7 2
-

7 1
。

1 8

1 0 8
。

15

7 9
。

6 1

68
。

23

合 于I
·

2 8 9 5 2 7 9
。
44 9 1

。

2 9

U = 0
。
2 2 P > O

。

0 5

四
、

除吸烟及年龄影响因素后分析肺癌死亡情况

为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
,

采用分层分析方法
,

去

除吸烟及年龄因素的影响
,

用M
一
H 方法进行检验

。

表 4
、

表 5可见
,

杨梅山矿队列人群分别去除吸烟

及年龄影响因素后的肺癌死亡率仍高于对照 矿 队 列

( P < 0
.

0 1 )
。

讨 论

近年来
,

恶性肿瘤是造成人类死亡 的主要疾病之

一
,

与五六十年代比较
,

死亡位次明显 前 移
。

在 我

们进行全矿区职工全死因调查资料中
,

恶 性 肿 瘤 死

亡位次
,

在地面人群中居第一位
,

在井下人群中居第

二位
。

本文资料表明
,

杨梅山煤矿职工因催患恶性肿

匕下转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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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去除吸烟 蓉响后肺癌死亡分析

杨梅山扩 刘 照 矿

分层
死亡数 人年数 死亡 友 人年数

吸 烟

不吸烟

2 5 2 9 2
。

5

3 6 3 9
。

5

8 2 24 9
。

5

1 8 3 3 7

合 计 2 3 2 8 9 5 2 1 8 I C Q 6 3 6
.

5

R R = 4 。
4 1 x Z = 2 6

。

0 1

表 5 去除年龄影响后肺癌死亡分析

杨梅 山矿 对照矿

分 层
死亡数 人年数 死亡数 人年数

3 0 ~ 1 8 4 0 5
.

5 3 5 7 6 5

4 0~ 4 9 2 5 8
.

5 6 3 6 94 5

5 0~ 6 5 7 2 3
。

5 7 14 3 2 8
.

5

6 0 ~ 7 2 22 5 4 2 63 2
.

5

7 0~ 5 3 74 1 2 2 2

合计 2 3 2 5 9 86
.

5 1 8 8 9 8 93

R R = 2
。

5 7 大 2 = 7
。

3 8

瘤
,

特别是因催患 illJ] 癌而死亡者 更为突出
。

该矿进入

调查队列人群
,

恶性肿瘤死亡率 2 3工
.

4 2 / 10 万
,

肺癌

死亡率 7 9
.

4李/ 1 0万
,

明显高于对照矿队列 (8 6
.

45 / 10

万
,

片
.

8 9 / 10 万 )
,

两者的相对危险度 (R R )分 别 为

2
.

68 和 4
.

44
,

差别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上述资料说明

杨梅山煤矿职工肺癌发病率较高
。

分析该矿肺癌高发因素
,

从该矿井下
、

地面人群

肺癌死亡 比较来看
,

结果差别无显著性 ( P > 0
.

0 5) ,

提示该矿肺癌的高发因素
,

或存在于居民生活环境中

或为井 下和地面同时存在 的致病因素
。

去除吸烟及年

龄等混杂因素影响后
,

比较该矿队列与对照矿队列肺

癌死亡情况
,

两者仍有显著性差别 (P < 0
.

01 ) ,

说明吸

烟
、

年龄等因素对该矿职工肺癌高发影响不大
。

该矿

空气中氛子体含量为 。
.

52 一 27
.

8 4 、 1。`m以
1
/ L, 平均

4
.

s x l o 4 In e v /L
,

平均值超过 国家允许浓度 ; 还有该

矿职工居 民生活用煤
,

在 1 9 7 3年以前的30 余年里
,

一

直 用本矿生产的高硫分烟煤
,

矿区空气污染严重
,

煤

烟尘中含有苯并花等致癌物质
。

这些因素是否与该矿

职 工肺癌高发有关
,

抑或尚有其它因素
,

有待进一步

观察和探索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杨梅山煤矿男性职工恶性肿

瘤及肺癌高发
,

应引起高度重视
,

需进一步观察
,

寻

找病因
,

采取有效的防制措施
,

保护矿工的 身 体 健

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