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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工龄损失年与比较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 1。。。 5。 ) 富振英

提 婆 根据潜在寿命损失的原理
,

计算职业人群潜在工龄损失年
。

并可利用潜在工龄损失比
、

平均工龄损失年和工龄损失指数等指标评价职业危害的严重程度
,

弥补了由于缺少工龄分组暴露人数

而无法计算工龄患病率的问题
。

为进一步开展职业病的防治和评估经济损失提供了一 个可靠的指标
。

关健词 潜在寿命损失 潜在工龄损失年 潜在工龄损失比 平均工龄损失年 工龄损失指数

按工龄统计分析职业人群的患病
、

发病或

死 亡情况是分析职业危害的一个重要指标
。

但

往往由于缺少工龄分组的暴露工人数
,

所以无

法计算工龄患病率或工龄死亡率
。

但患者的工

龄易于得到
,

而且也比较准确
,

所 以如何利用

工龄分组的患者数或死亡数分析职业危害
,
是

人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

根据潜在寿命损失
”

( P饥en 缸al Y ae sr

of L if e L os )t 的原理
,

计算潜在工龄损失年

( P o 七e n t i a l Y ear
s o f W

o r k in g A ge L o s t )
、

潜在工龄损失比
、

平均工龄损失年和工龄损失

指数作为分析和比较职业危害的一个指标
。

一个健康工人
,

功岁参加工作到 55 岁 退

休
,

正常工龄为 3 5年
。

当工作 10 年
,

患了某种
,

职业病
,

丧失了劳动
,

则损失工龄为 25 年
。

而

工作 30 年后
,

发生某种职业病
,

则工龄损失为

5 年
。

依工龄损失的多少
,

说明职业暴露因素

危害程度的大小
。

一
、

潜在工龄损失年

以 3 5年作为工龄损失的上限值
。

潜在工龄损失年 ( P Y W L卜乞(
Y“ ` 、 N

:

)

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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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i 工龄组剩余工龄

;

N
*

— 第 i 工龄组患病或死亡例数
。

本文 以某省七种尘肺为例计算潜在工龄损

失年
。

表 1 矽肺潜在工龄损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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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某省七种尘肺潜在工龄损失列于表 2
。

该省因患七种尘肺共损失工龄 3 3 5 5 62 年
,

其中以煤工尘肺工龄损夫最多
,

为 2 0 4 2 6 6年
,

占七种尘肺工龄损失的 60
.

9 %
;
其次为矽肺占

3 2
.

4%
。

工龄艇失的多少
,

受 患病时的工龄和患

病例数两个因素的影响
,

而患病例数又受接尘

人数的多少和患病率高低的影响
。

1 9 90年全国

职报统计
,

矽肺和煤工尘肺的接尘人数占七种

尘肺的 78
.

1%
,

所以煤工尘肺和矽肺总的工岭

损失年高是由于接尘人数多造成的
。

因此总灼

工龄损失年的多少不能说明职业危害的大小
,

但总工龄损失年可作为估计经济损失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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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七 种尘肺潜在工龄损失年

尘肺名称 例数
N

工 龄损失年
P YW L (年 )

构成
( % )

平 均工 龄损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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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龄损失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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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潜在工阶损失比 ( P Y WL R ) 与平均

工幼损失年 ( M P Y W L )

利用潜在工龄损失年评价职业 危 害 大 小

时
,

可以计算潜在工龄损失比和平均工龄损失

年
。

潜在工龄损失比 ( P Y W L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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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平均工龄损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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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七种尘肺潜在工龄损失比 (表 3 ) 可

某省矽肺与石棉尘肺潜在工龄担失比%

以看出
,

各工龄分组工龄损失年的分布
。

低工

龄组的工龄损失年占的比重越大
,

说明职业危

害越严重
。

从表 3 看
,

工龄在 5 年以下
,

工龄

损失比最高为陶工
、

石棉和电焊工
。

图 1 明显

表示石棉尘肺工龄损失比的高峰在 7
.

5 年
,

而

矽肺在 1 2
.

5年
,

说明石棉职业危害更为严重
。

平均工龄损失年表示每一例尘肺患者平均

损失工龄的年数
,

表明职业危害的程度
,

也可

以相互比较
。

表 2 列出七种尘肺平均工龄损失

年
,

其中陶工尘肺最高
,

平均每 1 例陶工尘肺

患者损失工龄 2 0
.

3 年
,

其次为石棉 尘 肺 为

衰 3 七种尘肺潜在工龄扭失比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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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1 3年
,

电焊工尘肺 1 8
.

1 9年
。

三
、

工助损失指数 ( IP YW L )

根据间接标化法和比例死亡比 ( P M R ) 的

原理
「, , ,

可以计算工龄损失指数
。

这个指标具

有标化的含义
,

不同疾病之间可以相互 比较
。

工龄损失指数 ( I P YW L )

_
实际潜在工龄损失年 f

。 。 刃 O , _

\
一 石石下言石工二二二二 1二左石气亡 飞卜卜一飞井万 - I

朋里增仕 J一畔识大干
、 ` 。 i

矽肺 I P Y W L 95 %可信区间

1
.

1 6 6 7 士 1
.

9 6义 0
.

0 0 3 5 4

( 1
.

1 6 0一 1
.

1 7 4 )

利用可信限重叠多少
,

区别有无显著差异
。

凡重叠一半 以上差异不显著
,

否则差异显著
。

表 4 中七种尘肺均以全省尘肺工龄分组病例构

成为标准
,

计算工龄损失指数的 95 % 可 信 区

间
。

以95 %可信区间 比较
,

铸工
、

煤工
、

矽肺

与其它四种尘肺均有差异
。

工龄损失指数均显

著低于陶工
、

石棉
、

电焊工
、

水泥
。

陶工尘肺与

石棉尘肺无差异
。

电焊工与陶工尘肺有差异
。

( 2 ) 可通过 u检验对工龄损失指数进行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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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以全省尘肺病例工龄分组构成为标准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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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中的七种尘肺潜在工龄损 失 指 数

比较
,

陶工尘肺最高 1
.

41
,

其次为石 棉 尘 肺

1
.

33
,

第三位为 电焊工尘肺
。

结果 与平均潜在

工龄损失的位次一致
。

( 1 ) 通过计算工龄损失指数 (I P Y习VL )

的9 5%可信区间对 I P Y万V L进行比较 (表 4 )
。

裹 4 七种尘肺工龄损失指数及 95 %可信 区间

尘肺

名称

工龄损失指数

I P Y 、V L

指致标准误

S E ( I P Y W L )
下限 上限

u 检验结果与95 %可信区间 比较结果一致
`

结 论

1
.

利用潜在工龄损失年是估算劳动力摄

失
,

进一步评估经济损失的较好指标
。

比利用

减寿年指标更为准确
、

合理
。

2
.

评价职业危害程度可 以采用潜在工龄

损失比
、

平均工龄损失年和工龄损失指数进行

衡量
,

从七种尘肺比较中平均工龄损失年和工

龄损失指数是一致的
。

3
.

通过工龄损失指数 9 5%可信区间的 比

较和 u 检验
,

可对工龄损失指数进行相互 比较
。

4
.

不同分期尘肺病人潜在工龄损失年计

算方法是相 同时
,

但在估仆经济损失时
,

再按

劳动力损失的 比例
,

调整工龄损失年
。

如 I 期

尘肺病人仍参加轻劳动
,

但创造的价值比原工

(下转第 1 3肠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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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6 接汞水平与中毒发病关系

艘汞水平 (m g/ m 3 ) 人数 接汞工龄 中毒人数 发生率 ( % )

蕊0
.

0 1

( 0
,

0 3

蕊 0 0 6

6 1 1 0

1 0 8 1 0

4 6 1 0

1

;
`

:
> 0

.

0 6 1 2 2 3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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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mg /m
,山

。

在此接汞水平下
,

不仅可控制

汞中毒发生
,

且可防止震额和由汞引起的非特

异症状的增多
〔 , ’ ; 此时女工的神经系统症状并

不突出
。

(参加 本工作的有
:

上海第四人民医院职防科
、

盐城 巾

卫生防疫站
、

常州市卫生防疫站
、

无锡县 卫生防疫站以 及涂

慧明
、

龙晓慧
、

于继慧
、

张学书
、

杨建 明
、

黄 月华等
,

一并

致谢
。
)

讨 论

长期接汞所产生危害主要是中枢 神 经 系

统
,

研究结果表明
,

在讨论或评价 汞 的 危 害

时
,

不能忽视接汞水平
、

尿汞量
、

工龄和年龄

等变量
。

在相同劳动条件下
,

女工所表现的中

枢神经系统症状比男工更为明显
; 提示对女工

接汞后更应注意职业健康监护
。

在较为稳定的汞作业
,

按汞工 人 变 动 不

大
,

空气汞
、

尿汞与中毒症状间呈明显剂量反应

关系已有论述 (2j
。

空气汞 与尿汞间密切相关
,

J七比值估测约 1 :l
.

67
。

国外亦有类似的报道
,

但其比例结果有异
,

其比为 1 :1
.

7
〔 3 , 、 1 :1

.

3(4
、

和

1 : :
.

5〔”
。

WH O 山 总结了以往各研究的结果
,

认为其比例为 1 : 2
,

提出空气汞在 0
.

。肠 m创 m
’

的总体接触水平下
,

尿 汞 相 当 为 。
.

。淤召 / L

的生物闽限位
。

尿汞超过生物 闭 限 值
, _

「二人

出现震颤增多山
;
低于生物闽限 值 时

.

神 经

系统紊乱症状不明显
` , 1。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尿

汞 水平在 0
.

0 sm g / L 以下时
,

空气汞接触水 平

相
、 ,几于 0

.

03 m g /m
, ,

在此接汞水平十
`

,

仁人连

续接汞 力年
,

汞中毒发生率为 1
.

9%
。

结合我

国现有防汞的技术设施和措施
,

以保护 95 % 以

上接汞人群不发生中毒为水准
,

建议金属汞的

卫生标准 0
.

01
1119 /m

,

可适当 放 宽
,

修 订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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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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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局部封闭致死 1 例报告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 1 100 2 4) 韩春英 韩晓辉

患者
,

女
,

42 岁
,

19 91 年 3 一 6 月因右前臂背侧肿 3处5 ` 4

cm 隆起包块
,

波动感 ( 十 + )
,

触痛 ( + + )
.

痛在当地用醋酸确炎舒松
一
A注射液局部封闭

,

共20 支 入院后即给先锋霉素 v 6
.

o g/ 日静滴
,

13 日下午病

(计 10 00毗 )
。

突然停药后
,

7 月 1 0 日来我院
,

经门 人持续高热 T 3 g
.

6
O

c
,

血压下降至 1 0
.

2 / 5
.

魂k p a ,

右前

诊检查
,

12 日以前臂多发性脓肿收入院
。

价穿刺出大量稀薄脓汁
,

全院会诊
,

诊断为右前臂化脓

查体
: T 39

.

ZoC
,

P 98 次 /分
,

R 30 次/分
,

B P 14 / 性感染
,

脓毒败血症并感染性休克
,

急性肾上腺皮质功

10 kP
a ,

神志恍惚
,

言语迟钝
,

表情淡澳
,

听力减退
。

能不全伴危象
,

即给氛化可的松 3 00 m g / 日
、

抓化钾

摘月脸
,

胡须男性化
,

前额发际 区禅脓疤
,

双颊内有 6
.

0 9 /日
,

输血 400 而
,

纠正水电解质紊乱
。

因考虑到

小块演疡
,

层部有散在出血点
。

心音纯
,

节律整
,

心率 病人处于休克状态未做脓肿切开
。

14 日上午休克无好

的次 /分
。

双肺湿罗 音
,

腹部膨隆
,

肝区压痛 ( + )
,

移动 转
,

即在病室行切开引流术
,

引出脓汁 400 多毫升
,

下

性浊音 ( 十 )
。

双丫胶浮肿
,

右前仲明显肿胀
,

皮沮高
,

有 午病情继续恶化
,

经积极抢救无效于 23 点 10 分死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