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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性大块纤维化 ( p r o g 1’( 佛 I v e m
a胎计 e f ib 卜 工

,

统一 制定了调查方案及登记表
,

由各矿工业卫生

。滋s ,

P M )F 是煤工尘肺 ( c o al w or k er s’ nP 瑰卜 医师登记填写 j CW P 均由所在地区尘肺诊断组按我

oc on k ` 8 C W )P 的晚期表现
,

也是导致 CW P 患者 国 1 , 8 6年尘肺 X线诊断标准诊断 ; 有关各矿的卫生学

丧失劳动能力和过早死亡的常见原因
。

P M F 一旦发 资料由各单位提供
,

见表 1 ; 将调查登记表上的数据

主
,

就有迅速发展的趋势
,

既使不再接触粉尘
,

脱离 输入长城 o 5 2 o c 一 I 微机并对 了煤矿的 P M F 患病率

粉尘作业环境
,

仍可继续进展
。

为探讨煤工 P M I
,

发 进行统计分析
。

病规律及易感因素
,

并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 科 学 依 粉尘作业工人工种
、

工龄和年龄的划 分 方 法
:

据
,
本文对四川省内的 了个煤矿煤 t P M王, 患病率进 ( 1) 工种分纯掘工 (单纯掘进

,

无其它接尘史 )
、

行了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主掘工 (掘进占总接尘工龄 1 / 2 以
一

L者 )
、

混合工

(掘进工龄不少于 2 年
,

但不足总接 尘工 龄的洲 2 )
、

1 资料来浑和方法 主采工 (掘进工龄 2 年以下
,

采煤占总接尘工龄 1 / 2 以

确定我省具代表性的南桐矿务局的南桐
、

东林
、

上 )
、

纯采工 (单纯采煤
,

无其它接尘史 )
、

辅助工

鱼田堡
,

天府矿务局的磨心坡
、

刘家沟
,

松藻矿务局 (掘进工龄 2 年以
一

F
,

采煤占总接尘工龄 12/ 以下
,

的松藻以及嘉阳七煤矿为调查单位
。

调查对 象 均 为 以及运输
、

机电
、

通风和其它 )
。

( 2 )工龄分 o 一 9
,

1 9 8 8年前入矿的并在井下从事粉尘作业 3 年以上 的矿 10 一 19 和 2。年以上 3 组
。

( 3 ) 年龄按出生年度分组
·

表 1 四川 7煤矿的一般情况及粉尘有关资料

建矿 煤 形成 煤层平

煤 矿 煤种 均厚度
原煤成份 (% )

含碳盘 灰 分

5 10 2 含量 (% )

围 岩 煤
时 间

鱼田堡

松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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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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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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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1 9 8 8 年初在册矿工作横断面调查
,

计算

P M F 的患病率 ; 应用 沪 和 u 检验统计分析不同

工种
、

工龄和年龄组间的患病率
。

裹 2 7 煤矿 P M P 患病率 ( 1 9 8 8年断面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7 煤矿 P M F 患病率

由表 2 可见
,

在 7 煤矿中
,

P M I
,

患病率以磨心

坡和刘家沟矿最高
,

鱼田堡矿最低
,

这结果似乎与不

同煤矿的建矿时间先后及矿井粉尘浓度有关
,

磨心坡

和刘家沟矿分别建于 1 9 1 4年及 1 92 1年
,

是 7 煤矿中建

矿最早的两个矿
,

而鱼 田堡矿最晚
,

于 1 9 5 8年建矿 ,

磨心坡和刘家沟两矿的岩尘
、

煤尘的浓度无论在 1 9 6 2

年以前或是 1 9 6 3年以后也均高于其它各矿 , P M F 患

病率高低与煤矿品位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
。

煤 矿 观察人数 P M F例数 P M F患病率 ( 9们

南 桐 4 1 22 38 0
.

52

东 林 2 9 3 8 2 3 0
.

7 8

鱼田堡 2 6 5 5 5 0
.

1 9

松 藻 3 0 43 1 1 0
.

2 7

磨心 坡 2 2 5 5 4 8 2
.

13

刘家沟 ] 8 7 6 2 7 1
.

44

嘉 阳 连吸7 7 2 0 0
.

嘎5

合 计 2 2 2 6 e 17 2 0
.

7 7

1
.

四川 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6 1 00 玉1)

2
.

天府矿务局职业病防治所 3
.

南桐矿务局 职业病防治听

4
.

松藻煤矿职工医院 5
.

嘉阳煤 矿职工医院 6
.

重庆 民科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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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
.

27 煤矿不同工种 PM F 患病率 见表3
。

病率高低顺序为
:

掘进工 >混合工 >采煤工 >辅助工

由表3 可 见
,

尽管在不同煤矿的不同 工 种 间
,

(护 = 79
.

00
,

P < 0
.

0 0 5)
,

纯掘工又较主掘工高
,

主

P M F 患病率有着很大的差异
,

个别煤矿 P M F 患病 采工 又较纯采工高
。

说明 P M F 患病率的高低与工种
,

率在掘进
、

混合和采煤工种间出现了柑似甚至颠倒的 即所接触的粉尘性质与种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

P M F主

情况
,

然而从总体来看
,

7 煤矿接尘工人的 P M F 患 要发生在接触岩尘的掘进工中
。

表 3 7 煤矿不同工种 P M F 患病率

煤 矿
-

俨
一

尹旨
.

主 掘 混 合 主 采 纯 梁 辅 助

A B C A B C 一 -

A一百一 〔一 - A
.

飞
一

C
,

A B C

鱼 田堡

松 藻

磨心 坡

刘家沟

嘉 阳

6 7 0

2 47

2 1 0

6 5 1

1 9 2

2 2 0

3

11 1
.

6 4

8 3
.

2 4

2 0
.

e 5

2 0
.

9 2

2 1
.

0 4

2 0
.

9 1

0 0
_

0 0

1 4 2 6 1 9 1
.

8 6 0 9 1
.

7 0 7 2 0
.

3 2 5 1 0
.

4 8 1 1 5 3
.

47 4 1 0 2
.

97 6 9 0
_

3 0
.

7 8

4 0
.

97

1 0
.

2 4

2 0
.

2 8

1 4 3
.

3 3

9 4
.

0 4

2 0
.

8 4

2 8 7

2 15

2 5 6

透3 0

3 6 6

3 0 6

6 3 9

O
_

35 8 5 4

5 0 4

5 0 3

9 2 0

3 9 8

2 3 0

1 6 0 6

3 0
.

35

1 0
.

2 Q

0 0
.

0 0

1 0
.

1 1

5 1
.

2 6

1 0
.

4 3

5 0 3 1

5 0 1

6 9 8

5 C0

8 9 1

3 9 7

4 2 3

1 0 1 6

0
.

2 0

0
.

0 0

0
.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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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 1 9 3 3 1 1
.

4 1 5 2 4 9 6 5 1
.

2连 2 8 2 4 3 5 1
.

2 4 2 4 9 9 2 3 0
.

9 2 5 0 15 1 6 0
.

3 2 4 4 8 6 2 0
.

0 4

注
:

A
二 观察人数 , B = P M F 病例数

;
C

= P M F 患病率 (% ) (下同 )

2
.

3 7 煤矿不同工龄 P M F 患病率 见表 4
。

延长而增高 (护 二 5 1
.

0 0
,

P < 0
.

0 0 5)
,

说明 P M F 患

由表 4 可见
,

除少数煤矿的 P M F 患病率在10 一 病率的高低与矿工的累积接尘量有关
。

9年组高于 20 年以上组外
,

总的来看
,

显示 了随工 龄

表 4 7 煤矿不同工龄 P M F 患病率
. . . . . . . . . . . . . . . .

工 龄

煤 矿 O ~ 9 年 I Q~ 1 9年 ) 2 0年

A B C A B C A B C

南 桐 8 3 8 2 0
.

2 4 1 7 2 2 1 6 0
.

9 3 15 6 2 2 0 1
.

2 8

东 林 80 2 4 0
.

5 0 9 1 3 1 1 1
.

2 0 12 2 3 8 0
.

6 5

鱼田堡 石6 8 0 0
.

0 0 1 0 9 2 3 0
.

2 7 9 9 5 2 0
.

2 0

松 藻 1 3 7 4 0 0
.

0 0 1 18 7 4 0
.

3 4 13 8 2 7 0
.

5 1

磨心坡 2 9 7 0 0
.

0 0 8 8 9 18 2
.

0 2 10 6 9 3 0 2
.

8 1

刘稼沟 27 2 0 0
.

0 0 9 0 6 1 1 1
.

2 1 6 9 8 16 2
.

2 9

嘉 阳 5 4 0 0 0
.

0 0 2 0 3 3 1 0
.

0 5 1 90 4 1 9 1
.

00

合 计 4 6 9 1 6 0
.

1 3 8 7 4 2 6 4 0
.

7 3 8 8 3 3 10 2 1
.

15

2
.

4 7煤矿不同年龄患病率

P M F 患病率亦与矿工的不同出生年度即年龄有

关
,

矿工年龄愈大
,

P M F 患病率愈高 (护 二 3 97
.

60
,

P < 0
.

0 0 5 )
。

3 讨论

本文将重点分析煤工 P M F 的发病规律及易感因

素
。

3
.

1 粉尘的性质和种类
:

由于我省以往多数煤矿的粉

全监测资料不很完善
,

只能粗略地用矿工工种来反映

其接触粉尘的性质和种类
,

用工龄来表示矿工的累计

接尘员
。

本文结果表明
,

煤工 P M F 发病从总体来

看
,

主要发生在接触岩尘的掘进工中
,

摧患率随着接

触岩尘 ( 5 10 2 含量 )比例的减少而呈现递降的趋势
,

所以不同工种 P M F 患病率的差异可用其接触粉尘

的性质和种类不同予以解释
,

可以认为
,

P M P 主要

是由于接触岩尘所致
,

与国内外报道相吻合
。

诚然
,

煤尘同样可引起 P M F
,

在本文中采煤工亦有 P M F

形成
,

个别煤矿的患病率还较高
,

其原因可能有二
:

一为在 1 9 6 2年煤矿开展综合防尘前
,

在高浓度岩尘作

业面工作的掘进工早已死亡
,

从而未进入本 研 究 行

列 , 二是在采取综合防尘后
,

掘进工作面的粉尘浓度

明显下降
,

而采煤工作面的浓度无明显变化之故
。

3
.

2 粉尘的累积接尘量
: P M F 的摇患率与矿工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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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龄有关
,

P M F 发病随工龄 延长而增高
,

实际上表

明了 P M P 的发生与矿工粉尘的暴露剂量有关
,

这

与 H u ir ey 等的煤矿呼吸性粉尘的累积暴露剂量与

矿工 的 P M F 发病有高度相关性的结论一致
。

国内

有人 也证实了 P M F 发病的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3
.

弓 矿工 的年龄
: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矿工年龄增长的

重要 性
,

即矿工的出生年度愈早
,

P M F 的催患率就

愈高
。

与 S h朗 n a n 等年龄因素增加了 P M F 催患率

的结论基本相符
。

本文还显示 了 P M F 的发病与煤

矿的建矿年代有着一定的联系
,

建矿时间愈早
,

老年

矿工愈多
,

P M F 患病率也就愈高
。

3
.

4 煤的品位
: B e 刀刀就七等指出

,

煤的品位和尘肺患

病率之间有明显的联系
,

高品位的煤可 能产生较高质

量浓度的呼吸性粉尘
,

用此米解释高品位煤矿显示较

高的尘肺患病率
。

本文未显示不同品位煤矿 与其总的

和纯 采煤工工种中 P M F患病率间灼关系
,

认为 P M F

发病与煤的品位关系不 大
,

与 S h e卿
a n 等结论

致
。

本调查结合作者对 P M F 易感因索的 J屯它研究

结果表明
,

P M F 形成的易感因索中
,

粉尘的浓度
、

种类和性质是 P M F 发生最为重要的因索
。

因此
,

预防 P M F 发生的重点 应故在控制粉尘浓度
,

特别

是应加强矿工对岩尘暴露的控制
,

降低井 卜粉尘浓度

是减少并最终消除 P M F 唯一 可靠的方法
。

染料行业恶性肿瘤的死亡趋势探讨

大连劳动卫生研究所 (l 1 6 0 01 ) 黄 力 于谨珊 薛 刚

大连染料厂 梁 琦 王玉 风

化学 物质致癌在职业性癌方面占重要位置
。

为探

讨本市染料行业职业恶性肿瘤发病规律和 死亡趋势
,

我们对大连某染料厂职工进行了肿瘤流行病学调查
。

表 观察组全死因死亡 率

死因分类 死 亡数
粗死 {

、 _

率 标
( 丁, l u万 ) (

飞 调查对象
、

内容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1
.

1
.

1 观察组
: 1 9了9年 1月 1 日至 1 9 8 8年 12 月 3 1 日期

间
,

该厂有 1 年以上工龄的正 式职工 (包括在职
、

退

休
、

调 出和死亡人员 )
,

均为调查对象
,

共调查男性

职工 3 8 8 7人
,

累计人年为 3 3 2 7 0
。

1
.

1
.

2 对照组
:

以大连市同期人 口及死亡资 料 为 对

照
。

1
.

2 调查内容

全死 亡及恶性肿瘤的回顾性调查
,

各种肿瘤的构

成及分布
。

观察期内
,

不同年龄
、

工种及工龄的肿瘤

死亡趋势
。

1
.

3 调查方法

所有调查对象每人填写 1份统一 制定的调查表
,

死亡人员根据查阅有关死亡资料
,

肿瘤死亡病例追访

率达 98 %
。

以标化死亡率
、

标化死亡比为统计分析指

标
,

前者采用 95 % 可信限进行比较
,

依可信限重叠程

度作为显著性差异标准 , 后者查 P O返 so n 分布可信

限表
。

人年的计算由 BI M 计算机 自编程序处理
。

恶

性肿瘤按四级诊断分级
,

I
、

I 级诊断占95 %
。

全 癌 以 货 2 肠 义
·

汀

呼版 桥环系病 25 75
.

14 翻
.

2

外伤中毒意外事故 2 0 6 o
.

n 忿
` .

下

消化 系病 4 1 2
.

0 2 习
.

悦

其它系 病 3 。 拢 。
.

川

神经系病 2 6
.

悦 : ,

内分泌系 病 2 G
.

村 器
.

:

泌 服系 病 2 6
.

C I 3
.

临

传 染 病 1 卫
.

悦 了
.

月

台 计 1邢 鱿 犷 契 抓 2
.

筋

2
.

2 观察组恶性肿瘤死亡情 况 见衷

表 2 观察组恶性肿瘤死亡率

肿瘤分类 死亡数 势几
`
毛{华 方产

胃 癌

肝 痛

肺 癌

胰腺癌

食道瘤

其它癌

1 5

13

8

2

2

4

4 5
.

Q g

3 9
.

0 7

2 4
。

0 5

6
,

Q l

6
.

0 1

」7 7
.

C Z

月9
.

4 9

2 8
.

8 4

3
.

改7

3
.

2 6

全 届 44 132
.

2 5 3 2 3
.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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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观察组全死因死亡率 见表

恶性肿瘤的 10 年死亡趋势 见表 4
。

不 同工种的恶性肿瘤死 亡比较 见表 5
、

不同年龄别恶性肿瘤死亡率的比较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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