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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交流
.

尘肺灰色预测研究中选取原始数据问题的探讨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3 3。。。 6) 李 克

灰色理论由我国学者邓聚龙创立
,

并于 1 9 8 2年正

式提出
。

尔后
,

在科技界广泛应用
。

根据控 制 论 理

论
,

尘肺发生发展的特征符合灰色系统
,

这一方面
,

国内已有报导
,

均认为
,

灰色模型对于各种不同的尘

肺资料
,

有良好的拟合性能 在
一

定程度上可反映我

国尘肺病人数的普遍变化规律和趋势
。

为了使该方法

能更 合理的应用
,

本文采用江西省煤工尘肺历年发病

资料
,

仅就灰色建模中原始数据的选取问题
,

进行如

下探讨
。

一
、

军始数据的选取原到

一般认为
,

用于建立灰色模型的原始数据个数应

不少于 5 个
,

中间缺失的数据可采用内插方法予以补

齐
,

但所取数据必须等时距
,

相邻
,

不得有跳跃
。

当

数据很多
,

例如个数大于 20 时
,

不一定把全部数据用

来建模
,

可以进行适当取舍
,

建议遵 循 以 下原则
:

( 1 )必须选取最新的数据
,

称最新的那个数据头预测

原点数据
,

以该数据为基础进行取舍 , ( 2 )初选
,

按

年代的尘肺发病资料一般波动较大而不规则
,

选抒原

点邻域相对平稳
,

且代表近期趋势的数据 , ( 3 )将初

选的数据生成若干子集
,

利用灰色模型方法进一 步筛

选 ; ( 吐 )综合分析
,

选择一组能够反映趋势的数据 子

集
。

至此
,

选取数据步骤结束
,

可 以进行预侧
。

二
、

举例— 江西省煤工尘肺发病预洲

该省 1 9 5 5 ~ 1 9 8 6年煤工尘肺发病人数见表 1
。

裹 1 江西省煤工尘肺历年发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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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

将 1 9 8 6年称为预测原点
,

初步选取 1 9 7 4一

L9 8 6年时段的数据
,

然后
,

以原点为基础
,

将这 13 年

的数据生成了 9个数据子集
,

列于表 2
,

并使用灰色

系统的单序列一阶线性模型〔简称G M ( 1
,

1 )〕分别建

立预测模型
,

计算得原点预测值与实际值相比较
,

以

相对误差
、

1 9 ` 5年预测值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

以便

确定一 个最佳原始数据子集
,

建立预测终模型
。

以上

各步分析结果见表 2
。

由表 2 可见
,

使用不同的原始数据对预测值影响

颇大
,

1 9 95年预测值间的差别最大可达 2
.

1 4倍 ( 744
.

8

/ 34 7
.

4)
,

证明合理选择原始数据的重要性
。

表 2 所

示
,

1 9 9 5年预测值在 60 0~ 700 之间的为大多数
,

即认

为代表了集中趋势
,

与此对应的原点误差为 2
.

18 %一

4
.

81 %
。

在对模型稳定且有代表性
、

原点误差小等要

求的综合考虑下
,

本例似 以选取原点相对误差为3
.

75

的 1 9了7 ~ 1 9 8 6年数据为妥
,

由此建立预测 函 数 方程

为
:

X
. t ) = 3 6 5 3

.

9 5 4 火 e x P 〔6
.

0 3 76 5 9 E 一 0 2 x

( t 一 1 )〕一 3 4 1 2
.

95 4

此即为江西省煤工尘肺发病动 态 长 期 预 测 的

G M ( l
,

l) 模型
,

预测结果见表 3
。

三
、

结 语

我国实行尘肺管理 制度 已有三十余年
,

积累了多

年的资料
,

在这期间
,

影响尘肺发生发展的因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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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 利用G M( l
,

1) 模型选取原始数据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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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3 江西省煤工尘肺发病趋势预测 ( 1 9 87 ~ 1 9 9 6年 )

孩 测年代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0 1 0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5 1 9 9 6

预侧发病人数 3 9 1
_

6 4 15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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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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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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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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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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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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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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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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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巨大的变化
,

以往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

生产规模及

接尘工人数等情况与现在大不相同
,

体现出尘肺发病

数量上的起伏波动
。

由于尘肺发病人数不仅随时间变

化
,

也因空间不同而各异
,

因此
,

在应用灰色模型作

预侧时
,

断言用那几年的数据是不合理的
。

本文探讨

了选取原始数据的若干原则和步骤
,

期望有助于灰色

模型的应用
,

提高预测精度
。

预测结果显示
,

在今后

十年 ( 1 9 8 7一 1 9 9 6)
,

江西省煤工尘肺发病仍呈上升趋

势
,

每年递增速率约 6
.

2%
,

到 1 9 9 6年
,

发病 人 数将

是 1 9 8 6年的 1
.

76倍
。

潜水作业全身挤压伤

—
附1 0例报告

海军 4 0 6医院 ( 11 60 4 1 ) 余长青

在潜水过程中 , 由于某种原因
,
使潜水服内压低

于外界水压时
,
可造成组织挤压伤

。

目前文献对此类

疾病尚未见系统报道
,

现将我们收治的 10 例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一
、

一般资料
:
本组 10 例均系男性通风式重潜水

装具潜水员
,
年龄22 一 4盛岁

,
平均 33 岁

; 潜水工龄为

2 ~ 1 3年
,
发病时潜水深度 7 一 20 米

,

水下工作时间

5 一 3 0分钟
。

发病原因
:
突然供气中断 了例

,

由沉船

船沿突然跌入海底者 1例 , 下潜过快坠入海底者 2例
。

二
、

临床表现
:
有短哲意 识 丧 失史 ( 3 ~ 10 分

钟 ) 5例
、

头痛 6例
、

头晕 4例
、

胸 闷 6 例
,
视物不

清 2 例
、

肩关节疼痛 3例
、

结膜充血 10 例
、

眼红肿 10

例
、

口 奥流血 5例
、

外耳道流血 魂例
、

颈部及颜面肿

胀
、

青紫色 3例
、

上胸部以上并头而部肿胀
、

青紫者 3例
。

三
、

诊断
:
根据潜水中由于下 潜 过 快

,
坠入海

底 , 供气中断后发生的领盘 以上颈
、

面部肿胀
、

结膜

充血等特有体征 , 即可诊断
,
但对个别病例 (有 口奥

流血者 ) 须与肺气压伤相鉴别
。

某些病人往往合并有

减压病等
,
注意勿使漏诊

。

四
、

治疗及预后
:
除 3 例伴有肩关节疼痛者给子

再加压治疗 (压力 3 04 k P a) 外
,

余经冷敷
、

理疗及对

症处置后
,
分别于 1 ~ 3 周内全部痊愈

,
无 1例留后

遗症状
。

讨 论

全身挤压伤属潜水事故性疾病
,
通常见于使用通

风式取潜水装具潜水作业时
,

由于下潜速度太快
、

突

然坠入海底
、

供气中断
、

排气过度等原 囚
,
导致潜水

服内的气压低于 外界水压
,
此川

,

硬质的头盔
、

领盘

能抗住水压
,
而软质的潜水服不能抗水压

,
使 盔 内与

潜水服之间形成压差
,
身体下部的血液

、

淋巴液等被

挤向上 , 使上腔静脉及其分枝系统 血 沪 增 多
、

压 力

增高
, 以致发生头

、

颈和上胸部静脉 及毛细血管充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