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0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9 9 2年第 5卷第 2 期

发生的病例有1 4 5例
,

占 36 %
,

由于车间内有毒作业

场所通风不良和货车装卸毒品时没有通风设备而造成

急性职业病发生的病例有 104 例
,

占 2 3
.

1%
,
因此要

求严格执行
“

危险货物运愉规积
” ,

加强货物包装安

全检查
,

改善室内外通风排毒设备
。

煤矿工人尘肺结核患者转归调查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 25 50 26 ) 部 平 张仲平

本文对某煤矿 1 9 6 3年至 1 9 8 6年 23 年间所确诊的

15 8 例尘肺结核患者
,

应用寿命表法生存率统计
,

分

析其生存和病情稳定情况
。

现报告如下
:

一
、

资料和方法

生存率和病情稳定率计算从肺结核诊 断 之 日算

起
,

本资料无失访病例
,

晋期按例次统计
。

应用寿命

表法生存率统计
,

分别计算出累积生存率和累积稳定

率
,

并做百分率概率单位转换
,

用最小二乘法分别做

随访年数与累积生存率概率单位和累积稳定率概率单

位相关分析
,

建立回归模型
,

预测期望尚存年限和期

望病情稳定年限
。

二
、

结 .

(一 ) 累积生存率分析

1 5 8例煤矿尘肺结核患者
,

23 年间共死亡 95 例
、

生存 63 例
。

累积生存率概率单位与诊断后 年 数 呈 负

相关
, r 二 一 0

.

9 7 8 0
,

经检验 P < 0
.

0 0 5
,

回归方程
:

y 二 6
.

25 53 一 。
.

o 9 8 g x, 由该方程推得
,

生存率在50 %

的期望年限为诊断后第 1 2
.

6 9年
。

(二 ) 累积稳定率分析

1 5 8例尘肺结核患者
,

23 年间共晋期 1 10 例次
。

累

积稳定率概率单位 与 诊 断 后 年 数 呈 负 相关
, r =

Z 、

一 0
.

5 7 6 5
,

经检验P < 0
.

0 0 5
,

回归方程为
:
甘 = 6

.

0 6 3 1

一 0
.

0 9 4 75 x 由此方程推算
,

病情稳定率在 50 % 的期

望年限为诊断后第 n
.

22 年
。

三
、

讨 论

众所周知
,

单纯尘肺的病情进展缓慢
,

且不是致

死的主要原因
,

合并症和并发症往往促使病变恶化
、

病情加重
,

甚至死亡
。

煤矿工人尘肺合并结核的频度

较高
,

尘肺和结核互 为佐剂
,

联合作用
,

相互促进尘

肺病程发展
,

因而
,

对肺组织是一种更加强烈的破坏

过程
。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
,

累积生存率和累积稳定率

在 50 %的期望年限分别是 1 2
.

69 年和 11
.

22 年
。

20 年累

积生存率和累积稳定率各为 2 3
.

5 % 和 2 0
.

2 8 %
,

与吴 开

国等所调查煤矿尘肺 30 年生存率为 61 %
、

病情稳定率

为 34 %相差甚远
,

表明煤矿工尘肺结核患 者 预 后 不

良
。

经时序检验
,

义, 生存 = 1 2 9
.

1 3
,

P < 。
.

0 0 5
,

X盆粗 定

= 1 4
.

4 2
,

P < 0
.

。。 5 ,

差别非常显著
。

可见
,

肺结核对

尘肺病情进展影响显著
。

因此
,

认为在煤矿尘肺防治工作中
,
应在抓好一

级预防的同时
,

认真执行粉尘作业工人健康检查的有

关规定
,

及早诊断
、

治疗尘肺结核
,

以期有效地制止

或延缓尘肺晋期
,

防止病情恶化
,

延长患者寿命
。

同

时
,

将粉尘作业工人作为结核敏感人群积极开展防娜

工作也非常必要
。

生 活 方 式 与 健 康

上海医科大学 (2 0 0 0 3 2) 王 籍兰

近来
,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团体决定发起一场全

球性运动即
“
全人类健康

”

规划
,

以制止危害健康的生

活方式
。

此种生活方式会导致人们患慢性的非传染性

疾病
。

当今
,

在发达国家有70 ~ 80 %死于非传染性疾

病
,

发展中国家也达 40 %
。

尽管社会经济的进步明显

地改善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
,

但随之而来的健康大

敌确是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

预防主要的非传染性

疾病与一些危险因素有关
,

诸如空气污染不可能由个

人加 以控制
,

它需要发挥社会或政府的作用 , 但许多

其他
.

危险因素直接与个人行为的选择有关
,

因此就成

为每个人的责任
。

引起疾病最明显的行为是吸烟
,

它

导致每年有 3 百万人 因肺癌而致死
,
吸烟不仅是 引起

肺癌的危险因素
,

而且会导致心脏病
、

中 风 和 高 血

压
。

此外
,

不同的危险因素经常会联合作用而引起一

种疾病
,

诸如不合理膳食
、

缺乏锻炼
、

吸烟及紧张的

联合作用而导致心血管疾病
。

附表表明生活方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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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世界卫生组织总千事N a ka j 七 na 在1 1 99 年 6月世

界卫生刊物中强调
: “

健康行为始于出生之时
。

未来的

医学属于预防医学
,

正如诊语所云
`
一两预防胜于一

吨治疗
, ” 。

衰 生活方式影响健康

不合理腾食 过度饮酒 吸烟 缺乏舰炼 紧张 空气污染

了
刀刀

心血管疾病

心脏病

中 风

高血压

疡

结领 直肠

肺

口 腔

胃

呼吸道疾病

肝硬化

枯尿病

骨质疏松

营养障碍

胃演疡

胎儿损伤

订记

斌了

了了

刀
亿亿

亿了

护铲

了认
刀刀刀

了斌斌必必必亿亿

订试

斌了

了亿

刀刀刀
斌
刀刀

刀刀刀刀

注 .

了了
: 高度 危险 了

: 危险

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儿点认识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2 5 5 02助 傅爱玲 张 曰 灵

职业健康监护属二级预防的范畴
,

是劳动卫生和

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

旨在认识评价和

控制职业危害因素
,

保证职工身体健康
。

职业健康监

护工作包括接触职业有害因素的人群健康状况的就业

前体检和定期体检
、

建立健康监护档案
、

对健康状况

分析和劳动能力鉴定
,

以此为手段
,

制订卫生标准和

职业病诊断标准 以及研究控制长期接触所致轻微损害

的方法
,

早期发现病损
,

早期处理
。

它还可作为卫生

防护措施效果的评价
。

现对其工作谈几点认识如下
。

1
。

注意多种职业危害因素的同时影响

如铝电解作业环境中同时有氟化物
、

高温
、

磁场

等职业危害因素
。

在密闭容器内电焊作业
,

除有氧化

锰外
,

还有粉尘和氟气溶胶
。

氟可加速锰中毒
,

使发

病工龄缩短
。

还应注意电焊工尘肺问题
。

陶土矿中粉

尘含有放射性物质 , 尚应注意肺癌发病
。

2
。

对职业禁忌证的看法

既往把高血压列为铅作业就业禁忌证
。

我 们 对

13 。例铅中毒和铅吸收者的血压均值及高血压检 出率

进行多年健康监护
,

动态分析未发现铅作业组与对照

组有显著性差异 ( P > O
。

0 5 ) ,

而且铅浓度与血压也没

有显示出剂量一反应关系
。

我们认为将高血压列 为 铅

作业禁忌证值得探讨
。

3
。

应科学地确定体检率及体检周期

体检间隔太短
,

企业经济负担重
,

卫生部门工作

压力大 , 体检周期长
,

又不能保证健康监护质量
,

不

利于早发现病人
。

确定适当的体检周期是 十 分必 要

的
。

据耐火材料厂多年健康监护资料
,

认为耐火材料粉

尘作业工人体检年限
,

可 以由以往每 2 年一次
,

改为

5 年一次
。

有关晚发性尘肺的健康监护
,

以脱离接尘

后 2 0年为宜
。

若体检率达不到95 %
,

难以反映此人群

的真实健康情况
,

病人往往被漏查
,

所以要求体检率

必须达到 95 % 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