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

表 3观察者全血 T淋巴细胞相对数和绝对数比较

胞数细巴对淋T绝数胞细巴对淋T相
数例组分

病人组 2 6 0 1
.

6 士 3
.

7 3 134 0士 2 2 7

>0
`

05 >0 05

对照组 ( 2 ) 4 06 e
.

6 士 3
_

5 0 14 7 0士 2
.

8 3

相对数和绝对数平均值显示病人组相应降低
,

经显著

性测定无差异
,

玫瑰花环试验病人组略低 于 对 照 组

(2 ) ,

无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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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中堪G 是由浆细胞合成的
,

而浆细胞是体内

一些部位的 B 淋巴经抗原刺激后演变而合成
,

合 成

gI G 的浆细胞 主 要 在脾脏及周围淋巴结中
,

而合成

l g A 的浆细胞主要在呼吸道及消化道的粘膜固有层
,

堪M合成可能是浆细胞或淋巴细胞
。

上述结果说明石棉肺患者体液免疫指标增高
,

细

胞免疫反应略低
。

由表 1示
:

石棉肺患者随工龄 延 长

可见堪G
、

l g A明显增高
;
R F 阳性率增高

。

gI G
、

Ig A

增高似与自身免疫有关
,

说明石棉肺发病过程中有免

疫因素参加
,

其免疫功能基本正常
。

现时寿命表法在评价矽肺预后中的应用

苏州市卫生防疫站 许家明 周建华

寿命表法除广泛地应用于人 口统计外
,

也经常地 断的矽肺病例
,

均为本次调查对象
。

用于医学研究中的随访资料和回顾性资料的分析
。

但 二
、

方 法

是用此方法评价尘肺的预后
,

国内报道不多
。

本文应 根据现 有矽肺病例的原始凭证
,

掌握矽肺病例的

用寿命表统计方法
,

通过计算累积存活率和稳定率
,

分 去向
,

然后逐一进行个案调查
。

1 9 6 0年以后经市诊断

析了苏州市 1 9 6 0年 ~ 1 9 8 6年 12 月 31 日先后诊断 的 82 1 组诊断的矽肺病例共 821 例
,

为统计分析对象
。

例矽肺病例的发展动态
,

获得 了一些有益的信息
。

应用寿命表法计算累积存活率和稳定率
,

具体统

资 料 来 源 计和计算方法见下述各表备注说明
。

一
、

对 象 结 果 分 析

根据 《全国尘肺流调方案》 及 《江苏省尘肺现状 一
、

821 例矽肺病人的累积存活率统计 见表 1
。

调查实施方案》 ;
凡解放以来经苏州市尘肺诊断组诊 二

、
8 21 例矽肺病例的累积稳定率统计

,

见表 o2

表1 8 21 例矽肺诊断后 26 年累积存活率统计

随访时
间分组
(劣 )

期初观
察人数
( L劣 )

期 内死
亡人数
(厂戈 )

到期中
止人数
( S 亡另 )

病 死率

( g劣 )

存活率

( r 公 )

累 计
存活率
( 九p o )

累 计
标准差
(困九p 。 )

0 ~ 8 21 3 2 4 0 0
.

0 3 9 Q 0
.

96 10 0
.

9 6 10 0
.

0 6 7 5

2 ~ 7 4 9 3 1 6 8 0
.

0 4 1 4 0
.

95 8 6 0 9 2 12 0
.

0 9 5 3

4 ~ 6 5 0 2 4 7 9 0
.

0 3 6 9 0
.

9 6 3 〕 0
.

8 8 7 2 0
.

0 1 1 4

6 ~ 5 4 7 2 5 1 1 0
.

0 4 5 7 0
.

9 54 3 0
.

8 4 Q7 0
.

0 13 5

8 ~ 5 11 2 2 5 2 0
.

0 4 3 1 0
.

9 56 9
, ` 0

.

8 10 3 0
.

0 1 4口

I Q~ 4 3 7 1 8 1 6 6 0
.

0 4 1 2 0
.

9 58 8 0
.

7 7 6 9
、

0
.

0了6客

1 2 ~ 2 5 3 5 5 9 0 0 19 7 0
.

9 80 3 0
.

7 6 1 5 0
.

0 1 7 4

1 4~ 18 9 4 5 4 0
.

0 2 12 0
.

97 8 8 0
.

7 4 0 4 0
.

0 18 8

16 ~ 1 3 1 4 2 7 0
.

0 3 0 5 0
.

9 6 9 5 0
.

7 2 26 0
.

0 2工4

1 8~ 1 0 0 5 3 5 0
.

0 50 0 0
.

9三0 0 0
.

6 86 5 0
.

0 2 5 7

20 ~ 6 0 2 2 7 0 0 3 3 3 0
.

9 6 6 7 0
.

6 6 36 0
.

0 2 9 5

2 2ee 3 1 1 2 2 0
.

03 23 0
.

9 6 7 7 0
.

6 4 2 2 0
.

0 3 5导

2 吐~ 8 0 0 0
.

0 0 00 1
.

0 0 0 0
.

6 4 22 0
.

0 3 5 5

. . . . ~ ~ ~ ~ . , ~

一
~ ~ ~ ~ , 甲~ -

.

一一一一

一
~

一
~

, ~ ~ 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 气尸. 口

注
: 1

.

期初观 察人数
、

期 内死亡人数
、

到期中止人数均按实际数登记 ; 2
.

q二 二 D
二 + L ”

3
。

p 二 “ 1 一 q
二 ; 4

.

” 夕O = r 。 火 夕 I X 夕2’
·

… 义 P
x 一 ”

5
.

o
n ; 。 二

、
。

了
一一二组一一 +

几 X 踢

q l 土
_ _ _

二
_

、 q
: 一 1

I 甲 · ,

一
’

丁 一一竺一~ 一一- 一
-

干厂一

一夕: X n 息 夕卜幕 x l 、 n 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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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21例矽肺诊断后 6 2年累积稳定率统计

随访时
间分组

(x )

期初观
察人数

( L苦 )

期 内死
亡人数

( D苦 )

期内进
展人 数
乏P 犷劣 )

到期中
止人数
〔 S右劣 )

校正观
察人数

N (劣 )

进展率

(女 )

稳定率

P (苦 )

累 积
稳定率

(儿P o )

累 积
标判差

( S n po )

9 2 40

9 48 2

9 07 3

9 48 3

9 61 9

9 67 4

勺88 4

9 8 9 7

9 7 81

9 9 0 4

0 0仃 0

0 00 0

0 0 0 0

尸
1

0
.

07 6 0

0
.

5 07 2

0
.

09 27

0
.

5 01 7

0
.

3 8 0 0

0
.

3 2 06

0
.

01 1 6

0 01 3 0

0
.

1 2 09

0
.

09 6 0

0
.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9 2 40

0
.

8 71 2

0
.

7 9 5 0

0
.

7圣9 6

0
.

了 21 0

0
.

69 7 5

0
.

右89 4

Q
.

68 3 2

0
.

6 67 3

0
.

61 C 0

0
.

6 61 0

0
.

6 61 0

6 61 Q 0

0
.

1 61 0

0
.

01 7 1

0
.

01 8 5

0
.

019 2

0
.

1 09 5

0
.

01 9 9

0
.

02 01

0
.

2 0 06

0
.

1 2 09

0
.

2 2 5 0

0
.

22 05

0
.

02 2 5

0
_

022 5

。口。 O内廿,目0.0口。。闷tO了.0787162524,9砚肠1913681040

.匕

n甘。UOé̀上,臼nQn曰月ù叮.ōtO了q自|
`任内心甲
口
1去ō匕,1比J尸a,。, J,,é r
、

6041洲盯1914323001032312524韶18454521
d一月OUn.叮名

`.,曰注
占úó口J任,1O行口̀内卜欢曰口勺

行J八00,1ǎUno口勺n己,目nUn
.孟一。口,二11

,1ób

0 ~

2 ~

嫂~

6 ~

8 ~

10 re

1 2~

1 4~

1 6~

1 8~

忿0~

2 2~

2 4~

注 : 表 2 中各项统 计指标 的计算和表 1 相同
。

进展人数按实际 数登记
,

校正观察人数 N x = L苦 一 D 劣

三
、

为了便于观察
,

将表 1累积存活率与表 2的累

积稳定率一起绘制成线 图表示
。

见图 1
,

并分别 推 导

出其回归方程
:

(1) 病龄 (随访时间) 与累积存活率呈负相关
。

r 皿 = 一 0
.

9 9 2 4 红i = O
。
9 4 0 4 一 0

.

0 1 4 1 x 主

(2 )病龄 (随访时间 ) 与累积稳定率呈负相关
。

r Z = 一 0
.

8 7 6 3 y Z = 0
.

8 4 2 5 一 0
.

0 0 9 7黑 2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
,

推算出我市矽肺病人诊断后

1 6年的存活率为 67
.

28 %
,

稳定率为 6 8
.

7 3对
。

时绘制成图 2 进行观察
。

不 同初诊期别 的累积存活率

呈直线
一

下降
。

其回归方程分别为
:

初诊 I 期病龄 (随访时间 ) 与累积存活率回归方

程
:

万i = 0
。
9 7 0 7 一 0

.

0 1 1 7 x l ( r l = 一 0
.

9 8 1 3 )

初诊 I 期病龄 (随访时间 ) 与累积存活率回归方

程
:

陇 = 0
.

8 8 6 9 一 0
。
0 2 3劣 2 (犷2 = 一 0

.

9 7 8 0 )

初诊 盟期病龄 (随访时间 ) 与累积存活率 回归方

程
:

霓3 = 0
。

8 4 2 4 一 0
。

0 2 6劣 3 ( r 3 = 一 0
。

9 68 0 )

初 诊 .

、

硬建.

.il0聆
、

M07以OB04.05咖.01积累机率

O 舍 盛 6 日 10

初 诊 面

份廿ùbS
J,

232氏仇氏.0认众认

随 防时间 (年 )

图 1 8盯例矽肺诊断后 26 年累积存活率卿l)

和累积稳定率留
: ) 的变化

四
、

由于我市8 21 例矽肺病例病情的轻重程 度 不

同
,

初诊期别不同 (其中初诊 I 期 6 4。例
,

占77
.

95 % , 初

诊 l 期 1 1 3例
,

占13
.

7 6 % ; 初诊 盗期 68例
,

占 5
.

2 8%
,

其预后也不相同
。

因此用相同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出

三个不同初诊期别的累积存活率
,

并汇总成表 3 ,
同

宁一拿一护气尸咭一言一扩丫厂胃言一魂一咭广节一玄尸明
声

随防时间 (年 )

图 2 各期初诊矽肺的累积存 活率逐年变化比较

不 同初诊期别矽肺患者的病死率
,

经统 计 学 分

析
,

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
。

见表 4
。

从回归预测
,

初诊 I期 1 6年 以 后 的 存 活 率 为

7 8
,
2 8 %

,

初诊 1期 16 年以后的存活率为 51
。

89 %
,

初

诊 皿期 16 年以后的存活率为 4 2
。

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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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期初诊患者累积存活率的动态比较

随访时
间分组
( 尤 )

初 诊 I期 初诊 下期 初诊 l期

L 二 D 男 ” p o牡p o L 苦 D
苦 朴们。

朴p o L , D 苦 牲 p o牲 PO

丹O。OAù勺O。O抒UO
月1C.óU1.一ǹùU“码50奶373314加453210

.

9 4 6 9

0
.

8 2 7 4

0
.

7 7 9 3

0
.

7 2 5 2

0
.

6 9 0 0

0
.

6 2 1 1

0
.

弓仑9 7

0
.

5 7 2 4

0
.

5 3 1 5

0
.

5 3 1 5

0 3 9 8 6

0
.

3 98 6

0
_

3 0 8 6

0
.

9 11 8

0
.

7 8 8 1

0
.

72 5 1

0
.

6 7 4 5

0
.

6 1 9 8

0
.

6 0 7 1

0
.

5 0 7 1

0
.

吐6 6 4

0
.

4 5 6 4

0
.

4 5 6 4

0
.

3 0 4 3

0
.

30 4 3

0 3 Q34

613535412213昭86竹62钓29韶14
.
1
1月一

0
.

9 6 8 7

0
.

9 52 2

0
.

9 2 4 5

0
.

8 8 8 1

Q
.

8 5 3 6

0
.

8 34 8

G
.

8 1 89

0
.

8 0a 5

0
.

8 0 13

0
.

7 5 6 3

0
.

7 4 2 0

0
.

7 4 2 0

0 7 4 2 0

幼101617164285110640687514432412364210157112韵53280 .t~

2 ~

4 ~

6 ~

8 ~

I Qyr

1 2~

1 4~

1 6~

1 8~

Z Q~

2 2~

2 4~

表 4 不同初诊期矽肺病人的病死率比较

初诊期别 1 1 合计

存活例数

死亡例数

5 4 1 73 36 6 5 0

99 4 0 3 2 1 7 1

6 4 0 1 1 3 6习

义, = 54
。 0 6 8 P < 0

.

0Q 5

讨 论

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掌握职业病发

生
、

发展的规律
。

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一般的统计指

标
,

如患病率
、

发病率
、

病死率等
。

近年来
,

根据刘

量
一

与反应关系的原理
,

运用寿命表的统计方法
,

对不

同粉尘的卫生标准进行了验证及推算
,

有大量的研究

报道
。

本文应用寿命表的统计方法
,

对苏州市 821 例矽肺

病例的预后进行了纵向分析
,

得出了一些有益的信息
。

(一 ) 从整体来看
,

我市矽肺患者逐年累积存活

率与病龄 (随访时间 ) 呈负相关 (r = 一 0
.

9 9 2 4)
,

回归

方程为 召= 0
.

9 4 0 4 一 0
.

0 1 4 1劣
,

据此推导出我市矽肺

病患者诊断后 16 年的存活率为 67
.

28 %
。

逐年累积稳

定率与病龄 (随访时间) 呈负相关仕
二 一 。 .

8 7 6 3)
,

回

归方程为扮= .0 8 4 2 5 一 。 .

o o 9 7x, 据此推导出我市矽肺

病患者
,

诊断后 16 年的稳定率为 6 8
.

73%
。

(二 ) 从表 3及图 2的资料对比可见
,

无论任何年

份初诊 I 期矽肺病人的累积存活率均最高
。

其次为初

诊 I期者
,

初诊 l 期者最低
。

不同初诊期别的病死率

经统计学分析存在着极为显著差异 (义2 二 5 4
.

0 8 P <

0
。

0 0 5 )
。

从本资料来看
,

粉尘作业人员的定期体检
、

尘肺

的早期诊断
、

早期脱离接尘作业
,

可以有效地稳定病

情
,

延长寿命
。

总之
,

在尘肺防治工作中
,

一是要对

尘肺病因的预防
,

二是对现患病人早期发现
,

早期治

疗及合理的管理
。

(三 ) 应用寿命表的统计方法
,

计算累积存活率

和累积稳定率对评价矽肺患者的预后
,

具有一定的价

值
。

对一种病程缓慢疾病的危险程度大小的评价
,

还

必须考虑发病年龄以及发病年代的影响
。

另外患者的

定期复查
、

及时诊断对于病人病情进展时间的准确性

也有一 定的影响
。

不同年代诊断的矽肺病例及同年代

诊断而接触水平不伺 (包括质与量的不同 )
,

其预后

也不可能完全 一 致
。

所以在统计分析时
,

必须考虑到

上述影响因素的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