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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类推得么。 )一爹( 11)
.

再将奋t( )
蔽f( 一 1) 代

入 ( 10 )式得X (t )
,

如
:

衰 3

X ( 9 ) = Y ( 9 ) 一 Y ( 9 一 1 ) = 10
.

3 7 一 8
。
9 7 = 1

.

4 0

依此类推得 1 9 9 0~ 1 99 4年沈阳市尘肺病发 病 率 预 测

值 X (云) (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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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沈阳市 199 0~ 199 4年尘肺病发病率预

测值分别为 1
.

80沁
、

1
.

3 3编
、

1
.

4 0编
、
1

.

4 9编和 1
.

5 6编
。

三
、

结语

本文将灰色预测法引入劳动卫生与职 业 病 防治

中
,

为职业病和职业性多发病的疾病预测提供了一种

较好方法
。

外推预测结果表明
,

沈阳市 19 90~ 1 994年

尘肺病发病率预测值分别为 1
.

80 沁
、

1
.

33 沁
、

1
.

40 沁
、

1
.

49 编和 1
.

56 阶
,

提示沈阳市近几年尘肺病发病率可

能有所上升
。

某些研究结果提示
,

该模型主 要适用于慢性疾病

及肿瘤
。

在其他方面的实际应用效果表明
,

G M ( 1
,

1)

模型在拟合效果较好的同时
,

一般相应的外推预溅效

果也良好
。

但本文 G M ( 1
,

1) 模型的预测效果特别是

1 98 5年不够令人满意
,

考虑可能由于 198 5年尘肺病新

发病例诊断不及时和漏诊
,

致使本年度新发病例推到

下年度诊断
,

从而使之与尘肺病在本地 区的发生发展

变化规律不 一致造成
。

烟草粉尘对工人呼吸道的影响

南宁市防疫站 ( 5 3 0 0 1 1 ) 邓 国义 陈天 信 张钊平 蔡志球

为探讨烟草粉尘对呼吸 功能的危害
,

我们对某烟

厂从事卷烟作业工人的常规肺通气功能进行了调查
,

结果如下
。

对象与方法

一
、

对象

1
.

接尘组
:
以该厂 接触烟草尘的4 58 名工人为

调查对象 (男性 262 人
,

女性 196 人 ) ,

工龄。 .

5一 17 年
,

平均 8
.

5年
。

其 中吸烟者 n 4人
,

平均工龄 7
.

2年
,

非

吸烟者平均工龄 6
.

5年
。

2
.

对照组
:

选择该厂非接尘作业
、

无其它接尘

作业史及心肺疾患的 116 名工人为对照组 (男性72 人
,

女性4 4人 )
。

工龄 1 ~ 22 年
,

平均 9
.

3年
。

两组基本情况经显著性检验
,

年龄
、

身高
、

体重

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5 )
。

接尘吸烟组平均

烟消耗量 (支数 / 日
x 吸烟年数 )为 2 34

.

5支 / 日
·

年
,

对

照组平均为 21 3
.

2支 / 日
·

年
,

其差异无 显 著 性 ( P >

O
。

05 )
。

二
、

检查方法
:

1
.

呼吸系统症状询问
:

参照粉尘作业工人调查

表
,

详细询问工人职业史
、

吸 烟 史 以 及 有 关 呼 吸 系 统

症 状

。

吸 烟 者 的 划 分 标 准 为 目 前 吸 烟
1
支 / 日以 上 并

达半年以上者
。

2
.

呼 吸 道 体 征 检 查

:
重 点 检 查 鼻 咽 喉 部 疾 患 J

阳性体征诊断依据参照临床有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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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肺 功 能 测 定

:

用 国 产
F C 6

一
1型肺 t 计进行

,

该 厂 整 个 生 产 过 程 包 括 侧 丝

、

卷 烟 和 包 装

,

均 为

受 检 者 取 立 位

,

以 最 大 呼 气 描 记 FV C一 曲 线
,

观 机 械 化 流 水 线 作 业

。

察 指 标 有

:
用 力 呼 气 肺 活 里

( F V C )
、

第

扩 一
秒 时 间 肺 从 该 厂 历 年 来 资 料 及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看

,

各 生 产 作

活 量 ( F E V I . 。 )
、

第 一 秒 时 间 肺 活 羞 占 用 力 呼 气 肺 活 业 环 境 空 气 中 粉 尘 平 均 浓 度 均 超 过 国 家 卫 生 标 准

。

徽 的 百 分 比 ( F E V I . 。
/ F V C% ) 及最 大 通 气 量 二

、

呼 吸 系 统 症 状

:
两 组 主 要 呼 吸 系 统 症 状 统 计

! M B )C
。

上 述 各 指 标 均 采 用 常 规 计 算 方 法

。

测 得 的 见 表
1
。

从 表
1可 见

,

接 尘 组 大 部 分 症 状 出 现 率 均 高 于 对

各 肺 容 量 值 均 按 当 时 室 温

、

气 压 换 算 成
37o c 水 蒸 气 饱 照 组

,

其 中 接 尘 组 的 咽 痛 出 现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P <

和肺内容量
。

O
。

。 5)
。

工 种 分 布 上
,

制 丝 工 各 症 状 出 现 率 高 于 其 它

结 果 工 种

。

而 吸 烟 组 的 各 症 状 出 现 率 又 比 非 吸 烟 组 商

。

一

、

生 产 作 业 环 境 调 查

:
三

、

呼 吸 道 体 征 检 查

:

接 尘 组 咽 部 充 血

、

慢 性 咽

表
了

接 尘 组 与 对 照 组 呼 吸 系 统 症 状 比 较

吸 烟 非 吸 烟

二

合 什

接 尘 组

( 1 1 4 )

对 照 组

( 4 6 )

接 尘 组

( 3 4 4 )

对 照 组

( 7 0 )

接 尘 组

( 45 8 )

对 照 组

( 1 16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例 %

2 6
。

3

1 7
。

5

4 2
。

1 .

4
。

4

6
。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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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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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

2

4
。

3

1 1
。
6

4
。
9

3 1
。
9

4
。 1

1
。
7

8
。

6

2
。

9

1 8
。
6

4
。
3

1
。
4

7 0 1 5
。

2 1 3

3 7 8
。

1 5

1 5
。

8 3 4
。

5 . 2 3

1 9 4
。

1 2

1 3 2
。

8 3

1 1
。
2

4
。
3

1 9
。

8

1 。
7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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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示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有 显 著 差 异

炎

、

扁 桃 体 肿 大

、

鼻 甲 肥 大

、

慢 性 鼻 炎 的 检 出 率 均 高 于 及 合 计 接 尘 组 肺 功 能 各 指 标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

但 差 异 都

对 照 组

,

但 两 组 间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 P > 。

.

05)
。

工 种 分 无 显 著 性
( P > 。

.

05)
。

如 以 (W卜 C i) x i 00 % / c1

布上
,

制 丝 工 体 征 检 出 率 高 于 其 他 工 种

。

同 时 发 现 吸 (W i为接尘 组的肺 功能值
、

C i为对 照 组 的 肺 功 能值 )

烟对照组的体征检 出率 明显高 于非 吸烟接尘 组 ( P < 求出两组差值百分数来比较各指标相差的程度
,

可 看

。
.

05 )
,

可 见 吸 烟 对 上 呼 吸 道 有 刺 激 作 用

。

到
FV C

、

F E V I .

0/ F V C %和 M B C这三项指 标相差

四
、

肺 功 能 测 定 结 果

:

受 检 者 肺 功 能 测 定 结 果 见 较 大
(见 表 3 )

。

同 时 发 现
,

肺 功 能 的 改 变 在 工 种 分

表
2

。

从 表
2
中 可 见

,

非 吸 烟 接 尘 组 除
F V C

、

F E V I
二 布 上 有 很 大 差 异

,

其 中 以 制 丝 工 为 多

,

卷 烟 工 次 之

。

比 对 照 组 高 外

,

其 余 指 标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

吸 烟 接 尘 组

裹
2 接 尘 组 与 对 照 组 肺 功 能 测 定 结 果 ( X 土S D )

组 别 万邓气111 1 )

F E V i
二

( m l )

F E V i
.
。 / P V C %
( 乡石)

M B C
( l )

非 吸 烟

3 1吐6 士 3 45
。

6

2 9选忿士 4 26
。

O

吸 烟

合 计

接 尘 组

对 照 组

接 尘 组

对 照 组

接 尘 组

对 照 组

3 5 8 4 上 4 32
。

2

3 3 5 6士 5 1 2
。
3

3 1 7 6士 4 52
。

5

3 5 9 6士 4 8会
。

6

3 2 5 8士 4 2 6
。

3

3 4 8 6士 4 7 9
。

5

2 7 8 6士 3 2 8
。

6

3 0 8 2 士 2 9 0
。

5

2 86忿士 3 3 5
。

6

2 8 86 士 3 5 7
。

2

S Q
。

5竺土 8
。

2 6

8 2
。 4 6 士 5

。
2 8

7 2
。

4 8士 7
。
2 8

7 9
。
3 2士 6

。
5 6

7 6
。

6 2 士 7
。
5 6

8 0
。
5 6士 5

。

8 2

9 1
。

2士 3
。

52

9 4
。
6士 !

。

2 5

7 8
。

2 士 2
。
1 6

8 4
。

2 土 1
。 1 5

8 2
。

6 土 2
。
7 8

8 8
。

7 士 1
。
2 5

衰 3 接尘 组 与 对 照组 肺 功 能 均 数 差 值 百 分 比 的 比较 (% )

F V C

6
。

7 9

一 1 1
。
6

一 6
。
5 4

F EV i 。 o

6
。
9 3

一 9 。
6 0

一 0
。
8 3

F E V I
.
o
/ F V C % M B C

一2
。

3 5

一 8
。

6 2

一 4
。
8 9

一 3
。
5 9

一7
。
1 3

一 6
。
8 8

组组计瓜尘

合

对接

注
.

均 致 差 值 百 分 比
二

对 照 组 肺 功 能 位

x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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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草 粉 尘 所 含 成 份 复 杂
,

烟 草 中 的 烟 焦 油

、

尼 古

丁 等 多 种 有 害 化 学 成 份 均 可 对 呼 吸 道 产 生 利 激 作

用

。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表 明

,

接 触 烟 草 粉 尘 作 业 工 人 的 呼

吸 系 统 症 状 出 现 率 多 数 高 于 对 照 组

,

鼻 咽 喉 疾 患 检 出

率 也 较 对 服 组 高

,

由 此 可 见 烟 草 尘 对 呼 吸 系 统 是 有 摄

害 作 用 的

。

同 时 调 查 发 现

,

吸 烟 者 比 非 吸 烟 者 所 受 影

晌 大

,

这 提 示 吸 烟 与 烟 草 粉 尘 对 呼 吸 系 统 的 影 响 可 能

有 协 同 作 用

。

关 于 烟 草 尘 对 肺 功 能 的 影 响

,

有 人 调 查 发 现 卷 烟

工 人 的 时 间 肺 活 量 和 第
1 秒 蛋 均 无 明 显 改 变

,

仅 有 急

性 的

、

暂 时 性 的 肺 通 气 功 能 的 变 化

。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发

现 接 尘 组 的 肺 通 气 功 能 有 下 降 的 趋 势

,

但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无 显 著 差 异 ( P > 0
.

05)
,

我 们 的 调 查 结 果 虽 然 没

有 看 到 接 尘 组 F V C 等四项指标与对 照组有显著差异
,

但 可 看 到 两 组 间 的 差 值 百 分 比 都 较 一 般 指 标 明 显

,

这

提 示 可 能 存 在 有 气 道 损 害 的 危 险

。

本 次 调 查 发 现

,

呼 吸 道 症 状

、

体 征 检 出 率 及 肺 功

能 的 改 变 在 工 种 分 布 上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

三 者 的 改 变 是

随 着 工 种 的 变 化 而 相 应 减 增

,

似 可 说 明 烟 草 粉 尘 对 呼

吸 系 统 的 影 响 具 有 剂 量

一

反 应 的 关 系

。

本 次 调 查 卷 烟

工 人 平 均 工 龄
8

.

5
年

,

工 龄 10 年以下者占 7 6
.

8 %
,

工

龄 都 比 较 短

,

因 此 有 继 续 进 行 随 访 观 察 的 必 要

。

襄 渝 铁 路 隧 道 开 凿 民 工 矽 肺 患 病 调 查

四 川 省 南 充 地 区 卫 生 防 疫 站
( 63 7 0 0 0 ) 黄 其 田

四川 省南充地区职业病诊断组 刘 慧

1 97 1~ 197 2年
,

我 区 某 县
3 2 00名 民工 参 加 襄 渝

铁 路 隧 道 开 凿 工 程
。

所 有 民 工 既 往 无 接 尘 史

,

竣 工 后

返 乡 务 农

,

五 年 后 陆 续 发 现 矽 肺 患 者

。
1 9 7 7~ 1 9 8 9年

先 后 检 查 2 7 2 4人
,

检 出 各 期 矽 肺 患 者
423 例

,

另 有
。 +

3 2人
。

平 均 发 病 年 龄 为 34
.

8
岁

,

最 小 27 岁
,

最 大 53

岁
,

发 病 者 接 尘 工 龄 平 均 1
.

4
年

,

最 短 工 龄 。
.

42 年
,

发 病 工 龄 在 1
.

75 年以下的占矽肺总数的8 4
.

7%
。

工 种

检 出 率 最 高 为 风 钻 工
8 3

.

9 2%
,

其 次 为 运 输 工 14
.

8 9%
,

勤 杂 工
。

.

71 %
、

支 撑 工 0
.

48 %
。

合 并 肺 结 核 91 例
,

占

21
.

51 %
。

而 32 名+0 者 中
,

有 肺 结 核
2
例

,

占
6

.

25 %
。

各 期 矽 肺 合 并 肺 结 核 人 数 随 病 程 进 展 而 上 升

,

l 期合

并率最高
,

I 期次之
,

I 期最低
。

至
1 9 8 9年 底

,

累 计

死 亡 46 例 (见 表 )
。

观 察 中 有 58 例的病情 有 所 进展

( I 期晋升 I 期 32 例
,

l 期晋升 l 期 21 例
,

I 期晋升

为 I 期 5 例 )
。

死 亡 病 例 中 矽 肺 合 并 结 核 是 主 要 死 亡

原 因

,

占 22 例 ,
呼 吸 衰 竭 次 之 占 16 例

,
肺 心 病

5 例
,

其 它 原 因
3 例

。

班
O
干、

各 期 矽 肺 合 并 结 核 及 死 亡 情 况

期 别 人 数 合 并 结 核 例 数 死 亡 例 数

0
今 3 2 2

2 4 6 3 9

1 2 7 3 3

1 5 0 1 9 2 0

.
~

-
. . .曰 .

~
. . . . . . .侧 . . . . . .

讨 论

1
.

修 建
襄 渝 铁 路 期 间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特 殊

,

预

防 滞 后

,

施 工 队 伍 受 到 严 重 粉 尘 危 害

。

从
2 7 2 4人 中 先

后 发 现 矽 肺 患 者 42 3例
,

并 有 接 尘 工 龄 短
( 5 ~ 2 3 月 )

,

发 病 年 龄 偏 低
(最 小 27 岁 )

,

病 情 进 展 快
( 0

.

4 2一

3
.

2 5年 )
,

生 存 年 限 短 (平 均 6
.

91 年 )
,

病 死 率 高

(1 0
.

87 % ) 等特 点
,

目 前 正 继 续 观 察 中

。

各 工 种 均

千 式 作 业

,

隧 道 内 通 风 条 件 差

,

打 钻 数 分 钟

,

即 粉 尘

飞 扬 尤 如 迷 雾 状

。

加 之 在 施 工 中 忽 视 了 防 尘 措 施

,

从 而

导 致 这 批 民 工 在 高 浓 度 粉 尘 场 所 作 业

,

造 成 矽 肺 病 高

发

。

2
.

返 乡 民 工 绝
大

多 数 居 住 在 山
区

农
村

务 农

,

经

济 状 况 较 差

,

患 病 后 体 质 差

,

医 疗 条 件 缺 乏

,

故 合 并

症 和 病 死 率 高

,

且 死 亡 年 龄 低

,

平 均 仅 为
3 8

.

6岁
。

应

加 强 对 他 们 的 防 痛 和 预 防 感 染 工 作

。

3
.

目 前 较 重 视 对 接 尘
岗

位 上 的 工 人 进 行 定
期

健

康 检 查

,

而 往 往 忽 视 了 脱 尘 者 的 职 业 危 害

,

尤 其 是 对

接 尘 多 年 后 又 返 乡 的 农 民 进 行 健 康 检 查

。

本 组 病 例 绝

大 多 数 为 晚 发 病 例

,

多 数 患 者 是 在 脱 尘 后
5 ~ 17 年内

发病的
。

通 过 调 查

,

笔 者 认 为

,

返 乡 民 工 的 矽 肺 还 在

不 断 发 展

,

病 人 不 断 死 亡

。

为 此

,

为 能 及
日」

`

、 「
己 期 发

现 病 人
,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应 对 他 们 建 立 健 康 档 案

.

井 重

视 对 他 们 复 查 和 治 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