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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晚发性陶工尘肺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株洲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汀所 杨乐华 黎畅一 李再金

随着近 0 3多年来防尘措施的有效实施
,

在生产工

人中检出尘肺患者的比例日趋减少
,

而
“

晚 发 性 尘

肺
”

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

本文就对我市所

属 , 大日用陶瓷厂晚发性陶工尘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
,

对比分析如下
。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
、

资料来源
:
为我市所属 5大 日用陶瓷企业按

全国尘肺病流行病学调查统一要求填写的
“

尘肺病例

登记卡
”

和工厂历年建立的劳动卫生工作档案资料
。

该卡片均以历年体检资料
、

照片结果为依据
,

多次经

省
、

卫生部流调办审查核实
、

验收合格
。

因考虑解放

前接尘的资料不全
,

多数患者未能及时诊断
,

均予删

除
。

故本次分析的资料仅包括 1 9 5 0年以后开始接尘至

1 9 8 9年底止诊断的陶工尘肺患者
。

总之
,

我们认为资

料真实可靠
。

二
、

分析方法
`

作者采用楼氏介绍的方法确定晚

发性陶工尘肺 ) 即必须是脱尘 3 年以上经照片确诊
,

并且脱尘期间必须有正常或
“ 。+ ”

系列片
。

采用流行病

学方法将晚发性陶工尘肺 (以下简称晚陶尘肺 ) 和同

时在接尘工人中检出来的陶工尘肺 (以下简称接陶尘

肺 ) 进行回顾性对比分析
。

调 查 结 果

一
、

一般情况
:

本次调查的 5 个企业
,

均为 50 年

代公私合营而来
,

基本情况
,

产品结构相似
。

过去生

产设备简陋
,

几乎无防尘措施
,

粉尘危害十分严重
。

自60 年代后期普遍采取工艺改革 通风除 尘 后 劳动

条件显著改善
,

但粉尘浓度仍有多处超标
。

现粉尘浓

度一般在 1一 11 0功 g / m
“
左右

,

游离 5 10 2含量为 32 ~

97% 左右
。

粉尘浓度以粉碎
、

装出窑岗位为高 ; 作业人

数以成型工
、

烧成工最多
。

到 19 89 年底止共诊断19 50 年

以后开始接尘的患者 4 48 名
,

其中晚发性陶工尘肺 2 5 3

例
,

占5 6
.

4了%
。

平均脱尘至发病时间为 8
.

31 年 ; 已死

亡 53 人
,

病死率 1 1
.

8%
;
其直接死因晚陶尘肺以心血管

疾病 (15 例) 为主
,

接陶尘肺以肺部感染 ( 6 例 )
、

肿瘤 ( 5 例 ) 为主
。

二
、

历年诊断情况及工 种 分 布
:

表 1 可 见
,

两

类陶工尘肺的工种构成基本一致
。

均以成型工
、

烧成

工
、

粉碎工为主
。

表 2 所示两类患者开始接尘年份分

布相似
,

均以 19 5 5年组最多
。

可见两者的可 比 性 很

好
。

自1 9 6 3年 11 月诊断首例病人
,

1 97 5年后开始出现

大批病人
,

但以接陶尘肺为主 (1 :2
.

60)
,

1 9 8 0年后

两类发病持平
,

而 1 9 8 5年后则以晚陶尘肺为主
,

其比

表 1 患者工种分布

工 种
晚陶尘肺

例数 构成比 又% )

接陶尘肺

例数 构成 比 (% )

成 型 工 86 3 4
.

0 56 28
.

了

烧 成 工 4 9 19
.

4 5 2 2 6
.

6

粉 碎 工 47 18
.

6
」

36 18
,

5

装出窑工 3 0 1 1
.

9 2 3 1 1
.

8

原 料 工 18 7
.

1 12 6
.

2

其 它 2 3 9
.

1 16 8
.

2

合 计 2 日3 1 0 0 0 1 9 5 10 0
.

0

表2 患者开始接尘和诊断年份情况

年 份
晚陶尘肺

开始接尘人数

接陶尘肺 比 值

诊 断 人 数

晚陶尘肺 接陶尘肺

弱97

19 50 ~

19 5 5~

19 6 0 `
,

19 6 5~

1 97 0 ~

19 7 5 ~

1 9 80 ~

1 9 8 5~

62 4 2 1
.

4 8 : 1

1 13 8 3 1
.

3 6 :王

4 5 4 4 1
.

0 2 : 1 0

2 7 1 9 1
.

4 2 : 1 0

6 6 1 盆 1 4

0 1 0 : 1 2 5

1 0 8

合 计 2弱 1邪 1
.

30 : 口

1 1 6 2 8 4 14 : 1

1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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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颠倒
,

达 4
。

14 : 1
。

表 4 可见
,

晚陶尘肺的进期率较接陶尘肺为低 可P <

三
、

患者发病与转归情况比较
:

表 3可见
,

晚陶尘 。
.

05)
,

但平均进期时间差异无显著性 ( P > 。 . 。助
。

肺发病前平均接尘工龄较接陶尘肺为短 ( P < 0
.

01 )
,

表 5 可见
,

两类患者的病死率
、

病程差异均无显著性

但因它是脱尘后若干年才发病 其平均接尘至发病时 (P > 0
. 。劫 ,

且平均病程都很短
,

但晚陶尘肺病死年龄

间达 2 6
.

9 2年
,

故平均发病年 龄 较 大 ( P < 。 .

0 0 1 )
。

较接陶尘肺为大 (P < O
、
0 1 o)

表 3 患者发病前接尘工龄
、

发病年龄比较

例
、

数 平均 接尘工龄 * 〔年〕 S 平均发病年龄
. * 〔岁〕 S

一
一

~ ~ , ~ ~

一

一一
~ ~ ~目 . , , ~ . . . . .

晚陶尘肺

接陶尘肺 :::
18

.

6 1

2 1
.

9 9 :
`

::
5 6

.

0 0

石0
.

19
:::

注* 比较 七= 6
.

口忍 P < 0
。

0 0 1
, * * t 二 8

.

6 6 P < 0
.

0 0 1

表 4 进 期 情 况 比 较

诊断例数 进期例数 进期率 〔% 〕 *

平均进期时间 〔年〕 * *

ōO月,4UO,0la.DG曰2,
工

晚陶尘肺

接 陶尘肺

17
.

7 9

4 3
.

3 1 ; ::
合 计 2 8 79 2

。

4 8

表 5

X , = 34
.

3 5 P < O
。

0 05 ; * * 七二 0
.

2 4 7 P > O
。

0 5

病死率
、

病程比较

诊断例数 死亡数 病死率 *

〔%〕
平均 病程 * *

〔年〕
平均病死年龄 **

*

〔岁 〕

晚陶尘肺

接陶尘肺 ::: :: ::
’

:: :{::
6 4

.

9 1

6 0
.

吐4

合 计 44 8 1 1
.

8 3 5
.

0 0

注
, ` 义2 二 0

.

3 7 P ) 0
.

0 5 ; * * t = i
.

4 5 P > 0
.

0 5 ; * * * t = 3
.

2s P < 0
.

0 2

讨 论

一
、

晚发性陶工尘肺与接尘时患病的陶工尘肺相

比
,

具有发病年龄大
、

进期率低
、

死亡年龄大
、

发病

构成比逐年升高等特点
。

这说明晚陶尘肺接尘时间或

接尘量相对较少
,

而病程进展缓慢
,

提示早脱尘或少

接尘可延缓发病
。

又因其发病年龄较大
,

死于心血管

疾病
、

肿瘤等老年多发病的病例较多
,

从而使其病死

率
、

病程接近接陶尘肺
,

可 以认为这是晚陶尘肺的又

一特点
。

二
、

加强对脱尘工人的健康监护是当今尘肺防治

工作中刻不容缓的大事
。

我们将表 2 的患者诊断年份

分布绘图如下
。

由图可见 自19 75 年后五六十年代接触过高浓度粉

尘的人群开始进入高发病期
,

而至八十年代后因他们

中的大多数因年龄和健康关系已脱离了粉尘作业或退

休致使接陶尘肺发病直线下降
。

但他们并未摆脱发病
的威胁

,

仍在继续发病
,

使晚陶尘肺发病急翩上升
,

至今仍有上步下趋势
。

相 比之下
,

现接尘工人多数是七十

年代后参加工作的
,

他们的劳动条件已 显 著 改善
,

晚陶尘肺

接向尘伸

诊断人致00

年汾

患者诊断年份分布

接尘时间还不很长
,

发病明显的低于前者
。

作者认为

加强对脱尘工人的健康竿护
,

是防治尘肺病的促发因

素
,

也是当今老企业尘肺防治工作中的首要大事
。

它提

示
;
在今后制订尘肺防治对策时

,

既要防止新问题
,

还要继续还
“
老帐

” ,

对晚发性陶工尘肺间题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
。

另外
,

我们观察到脱尘二十年后仍有发

病
,

故笔者赞同陶瓷作业人员脱尘后至少要观察二十

年的提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