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0

阴影
,

32 例
。

对照组 ( c 组 ) 仅 7 例有肺纹理改变
。

各组一般情况及肺功能实测值见表 2
。

2
.

3 观察组异常检出情况 根据 (实 /预 ) %检 出 各

组异常数见表 3
。

本文确定异常的标准为V C
、

M V V
、

F E v : ( 5 0 %
,

M M E F
、

v s o 、

v Z ,
< 7 0 % ; v C

、

M V V
、

F E V : ( 60%
,

M M E F
、

V , 。 、

V Z :
( 5 0%

为中度异常
。

按此标准
,

观察组各项指标 异 常 率 为

V C l i
.

2%
、

M V V 2 1
.

2%
、

F E V , 2 2一 %
、

M几I E F

2 1
.

2%
、

V , 一 2 6
.

9%
、

V 2 s 2 7
.

9 %
。

观察组肺功能障

碍类型见表 4
.

衰 3 各组异常检 出数

C 1 2 3

~ ~ ~ ~ ~ ~ , , , . . .曰巨` ~ ~ , . . .月 . . ` ~ ~ ` . , , .

正

一
1 9 3

一一
1 1 9

轻度异 常

中度 异常

异 常 率 2 1
.

7

1

4 6
.

2 八

心 :

与 c 、 1
、

2 组比 较 P < 0
.

0 1

表 4 观察组肺功能障碍类型

1 组 2 组 3 组

阻塞型

限制型

混合型

3 讨论

平菇种植者的呼吸系损害
,

文献报道症状发生率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9 4年第 了卷第 3 期

3 5一 92 %
,

胸片异常率 86 %
,

肺功能损害发生率未见

报道
。

本文观察组症状发生率达 8 7
。
5 %

,

胸片异常占

5 6 %
,

肺功能损害达 4 8%
。

调查时发现
,

少数种植初

期出现严重症状者已自动脱离
,

坚持多年种植者症状

多较轻
,

故实际危害可能更严重
.

宜尽快研制有效防

护措施保护广大种植者
。

平菇致职业性损害的因素是其伞柄成熟过程中散

放出的担抱子
,

对呼吸系的损害主要为过敏性支气管

炎
,

典型过敏性肺泡炎和职业性哮喘仅为极少数
。

本

文病例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咳嗽
、

咳痰
、

胸 闷
、

鼻 咽

痒
,

而体重减轻
、

肺部闻及哮鸣音者较少
,

与上述文

献一致
。

本文各组年龄
、

身高
、

体重
、

吸烟状况
、

工龄等

无显著差异
,

胸片改变的两组多数肺功能指标显著降

低
。

3 组较 2 组降低显著
。

表明平菇抱子致肺功能损

伤是存在的
,

且与胸片表现基本一致
。

经逐步 回归方

程校正的 (实 /预 ) %
,

2
、
3两组异常率显著升高

,

3

组显著高于 2 组
。

关于肺功能损害特征
,

国外报道 1

例肺泡炎型患者
,

主要表现为F V C
、

F E V
:

降低
,

并

有 P a O Z 、

P a CO Z 降低
,

认为限制性损害与气道阻塞

同时存在
。

国内报道 1 例
“
平菇抱子过敏症

”

者
,

表

现为 F E V
: 、

F E F : , 一 7 , 、

入r 7 V降低
,

认为属阻塞性

改变
.

本文则以 V , 。 、

V Z 、

降低最 显 著
,

FE V : 、

M V V
、

M M E F次之
,

阻塞性改变 占大多数
。

证实
,

平菇种植者的呼吸系损害
,

主要是过敏性支气管炎
,

肺功能障碍以阻塞性改变为主
。

尘肺的生存率与死因累积危险度关系探讨

浙江衡化公司 (集团 ) 职工 医院 ( 3 2 4 0 0 4) 俞绍 式

试用病例随 访概率型发病
、

死亡主病因资料的累

积危险度
,

探讨尘肺病患者的主要死因对生存率的影

响
,

为尘肺病患者医疗保健提供依据
。

1 资料的来派与分析方法

1
.

1 资料 来自某公司 7 51 名尘肺病患者28 年 ( 1 96 3一

19 9 1年) 随访资料存档
,

内含 186 名死者主病因的记

录
。

其间有 7 名失访
,

失访率。 .

93 %
。

1
.

2 分析方法 病例随访概率型资料的累积危险度比

较及定群寿命表法分析各生存率
,

拟比较各主死因危

险度对尘肺病患者生存率的影响
。

结果与分析

尘肺病患者直接死因构成

2 8年尘肺病患者共死亡 18 6 例
,

累积病死 率 为

2 4
.

6%
。

直接死因比重最大的是尘肺及其 合并 肺 结

核
、

肺心病 (下称尘肺及合并症 )
,

占全死因 6 4
.

5%
.

其次为恶性肿瘤
,

占 1 3
.

4%
,

其中肝癌死亡 10 人

( 4 0
.

0 % )
,

肺癌 7 人 ( 2 8
.

0 % ) , 第三位为心脑血

管病
,

占5
.

4% , 意外致死 8人
,

占12
.

4% ; 其他死因

2 3人
,

占12
.

4%
。

2
。

2 各直接死因累积危险度的 比较

表 1 系全死因累积危险度及方差值
。

发病到 25 一

30 年组死亡累积危险度 tR 为0
.

9忿8 3 8
,

近乎 1
。

依死因分类计算 25 ~ 30 年组各累积危险度及方差

值并进行不同死因两 两累积危险度 u 检验比较
,

结果

尘肺及合并症与其他死因均有非常 显 著 意 义 ( P <

0
.

0 1)
。

提示 尘肺病患者死因危险序位是尘肺及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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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死因累积危险度及方差值

纠正病人数 死 亡数
发病 年

病死率 累 积危险度

R t

累积危险度 的方差 值

V ( R t )

O ~

5~

1 0~

1 5~

2 0~

2 5~ 3 0

45

7 6

1 0 9

1 2 3
.

5

2 2 5

3 4

2 4

3 8

3 8

0 4

31

1 5

O
。

53 3 3 3

0
。

0 500 0

0
.

3 48 62

0
.

17 27 9

0
.

1 2 3 02

0
.

1 4 41 8

0
.

3 3 33 5

0
.

7 7 6 6 6

0
.

8 481 0

0
。

87 47 2

0
。

7 9 8 8 4

0
。

3 9 83 8

0
。

0 0 5 53 0 9

0
。

0 07 3 3 6 4

0
。

7 7 2 00 9 6

0
。

02 3 0 8 69

O
。

001 1 2 21

0
.

1 QO2 3 3 9

裹 2 发病到2 ~ 53 0年各死因累积危险度
、

方差
、

u值

死 因 序位 V ( R t ) u值 (1 : 2
.

3
.

通
.

5)

尘肺及 合并症

恶性肿瘤

意外致死

心脑血管病

其他

全死 因

0
.

7 7 7 5 6

0
。
2 5 4 42

0
.

1 1 7 2 9

0
。

07 8 8 5

0
。

2 0 99 5

0
。

3 9 83 8

0
。

0 07 2 5 68

0
。

01 2 42 58

0
。

7 C 0 52 9 5

0
.

1 0 017 3 5

0
。

0 027 0 60

0
。

2 0 031 3 9

3
.

7 7 4

5
.

41 6

7
.

3 9 6

5
.

7 9 5

<0
.

01

<0
.

1 0

<0
。

1 0

<O
。

1 0

表 3 尘肺患者全死因对发病年生存率的影响

发病年 死 亡概率

i q x

生存概率

i P 尤

九= x 十 2
.

5年生存概率

九P O

年生存概率标准误

S刀P O

0~

2
.

5~

5
.

0~

7
。

5~

1 0
。

O~

1 2
.

5~

1 5
.

0~

17
.

5~

2 0
.

0ro

2 2
.

see

2 5+

0
.

0 9 9 5

0
。

47 3 8

0
.

51 3 4

0
.

43 6 4

0
.

41 7 0

0
.

2 3 80

0
.

2 500

0
.

1 1 1 9

0
。

0 9 61

0
.

1 37 4

0
.

32 3 5

0
.

41 0 9

0
.

2 517

0
.

48 57

0
.

53 66

0
.

53 9 8

0
.

7 17 0

0
。

7 0 0 5

0
.

0 8 89

0
.

3 903

0
.

2 8 6 6

0
.

67 5 6

0
.

40 91

0
.

21 3 4

0
.

1 07 3

0
.

0 5 5 6

0
.

3 2 0 8

0
.

心 2 3 5

0
.

17 0 6

0
.

01 5 5

0
.

01 4 4

0
.

1 2 0 5

0
.

0 0 8 4

0
.

1 0 8 4

0
。

0 63 9

0
.

3 0 82

0
.

02 2 0

0
.

01 3 5

0
.

0 0 99

0
。

0 07 5

0
.

00 6 6

0
.

0 02 6

O
。

0 0 5 4

0
.

0 037

症> 恶性肿瘤> 意外致死> 心脑血管病 (见表 2 )
。

2
.

3 主要致死病因对尘肺病生存率影响

用定群寿命表法分析尘肺病从确诊至1 1 9 9年生存

率变动死因序位
。

2
.

3
.

1 全死因发病年生存率变动 见表 3
。

2
.

3
.

2 去各死因尘肺生存率变化

对上述五大致死病因分别去除后计算每五年生存

率
,

结果生存率高低序位是去尘肺及合并症 > 去恶性

钟瘤 > 去意外致死> 去心脑血管病
。

并具有统计学上

的意义
。

提示与该致死病因累积危险度的大小相一致
。

3 结语

对随访概率型资料运用累积危险度及定群寿命表

法
,

分析其尘肺 自发病到生命终止时所致各主要死因

累积危险度的序位及其去各死因后生存率的大小序位

相一致
,

即尘肺及合并症 > 恶性肿瘤 > 意外致死 > 心

脑血管病
。

对此
,

尘肺病患者在预防合并症的同时也

应注重其他疾病的防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