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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矿区煤矿尘肺死亡回顾性队列研究

亮骥李马郊 平
’

胡 林
,

张仲平 李登九
`

杨 东昌
,

吴希祥
,

孟昭林
,

孙 克任
,

提 要 应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淄博矿区 12 个煤矿 19 77年 1月 1日在册的 2 0 3了例煤矿尘肺的死

因进行了调查
。

队列成员追访至 1 9 8 6年
,

共死亡 44 3人
,

煤矿尘肺全死 因死亡率为 2 4 08
.

8 / 1 0万
,

与用

山东省居 民死亡率计算的期望值比较显著超高
, S M R = 2 3 5

,
9 5 % C l = 2 1 4一25 8

。

非恶性呼吸道疾病 (主

要是尘肺赫 死亡为全死因之首
,

占 2 5
。

1%
,

其次是恶性肿瘤
、

心血管疾病和肺结核
。

恶性肿瘤 死 亡

明显超高
,

S M R = 1 90
,

且主要集中于肺 癌 (占 5 9
.

2 %
,

S M R 二 5 56)
,

与呼吸道疾病相关的肺心病
S M R 二 19 。

,

以及肺结核 S M R = 1 0 0 6的死亡率也明显超高
。

在掘进工和采煤工尘肺中
,

全死因
、

呼吸

系疾病
、

恶性肿瘤
、

肺结核的死亡率显著增高
,

P < 。
.

0 1
。

此外
,

在掘进工尘肺中心血管疾病
,

尤其是肺

心病的死亡人数高于预期值 ( S M R = 2 7 1
, P < 。 .

0 1 )
。

关健词 标化死亡比 煤矿尘肺

许多研究表明
,

煤矿粉尘 与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和恶性肿瘤有关
。

煤矿工人的死因研究多

有报道
` ’
川

,

但对煤矿尘肺患者的死因分 析 则

不多见
,

且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
。

本研究采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淄博矿区煤矿尘肺患者

的全死因进行了调查
,

主要分析了其肿瘤
、

呼

吸及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死亡率
,

从而进一步评

价煤矿粉尘对煤矿尘肺患者健康的慢性影响和

煤矿尘肺合并肺癌是否超高
。

1 队列和方法

本研究在淄博矿区 12 个煤矿进行
。

根据全

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确定 队列
,

即凡是在

1 9 7 6年 12 月 31 日已确诊在册的各期别煤矿尘肺

患者均进入队列
。

观察时间从 1 9 7 7年 1 月 1 日

至 1 9 8 6年 1 2月 3 1日
,

共计 1 0年
。

根据原始煤矿粉尘作业工人查体资料和尘

肺病例登记卡
,

通过各矿劳资科
、

医院进一步

核实尘肺患者出生年月
、

统 计 工 种
、

诊 断 日

期
、

确诊期弓」
、

有无合并症
、

吸烟习惯等
。

对

死亡人员则查阅其医疗档案核实死因
、

死亡时

间
、

诊断依据
,

约 80 %的死亡病例获得了死亡

诊断书或病例首页
。

死亡原因依据卫生部 1 9 8 C

年 10 月颁布的
“

居民病伤死亡原因分类
”

统计毛
,

资料分析是将队列按其统计 工 种 分 为二
层

,

即将纯掘进工
、

主掘进工归为煤矿掘进工

尘肺
,

纯采煤工
、

主采煤工
、

棍合工种归为煤

矿采煤工尘肺
。

年龄每 5 年一组
,

从 1 9 7 7年 1

月 1 日开始计算各层人年数
、

死因别死亡人数

的观察值和期望值
。

期望死亡 数是 以 1 9 8 1~
1 9 8 6年山东省疾病监测资料的年龄别

、

死因娜

死亡率为标准参比
,

根据观察死亡数和预期死

亡数
,

计算各类死因的标化死亡比 ( S M R卜

用 P o is s o n 分布进行显著性检验
。

2 结果

2 0 3 7例煤矿尘肺患者进入队列
.

其中煤矿
掘进工尘肺 9 42 人

,

共获得 8 5 32 人年 ; 煤矿采
煤工尘肺 1 0 9 5人

,

共获得 9 8 5 9人年
,

二者随访
率均为 10 。%

。

观察期间煤矿尘肺队列共死亡

44 3人 (掘进工尘肺死亡 1 80 人
、

采煤工尘肺死
亡 26 3 人 )

。

入列尘肺患者均有吸烟经历
,

各
年龄组人年数分布见表 1

。

1
.

山东省涌博市卫生防疫站 ( 2 5 5 0 26 )

卫生系 3
,

酒博矿务局职业病防治所

生学校

山 东 医科大学
拱 博市第二】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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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观察人年数在各年龄段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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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掘进工尘肺 采煤工尘肺 煤矿尘肺

裹 2煤矿尘肺病人死因别年龄标化死亡 比 s (M E 》

死 因 观察值 S M R 95 %C l

,几口J1.二

441063 0 ~

3 5 ~

4 0 ~

4 5 ee

5 0 ~

5 5 ~

6 0~

6 5 ~

7 0~

7 5~

2 O

2 10

7 8 0

2 0 97

1 8 9 1

1 8 5 3

1 0 5 4

4 2 3

1 6 8

3 6

4 0

1 0 0

57 3

1 6 0 1

2 1 4 9

2 4 2 8

15 5 0

1 06 2

2 84

7 2

6 0

3 1 0

1 3 5 3

3 6 9 8

4 0 4 0

4 2 8 1

2 6 0 4

14 8 5

4 5 2

1 0 8

全 死 因

恶性肿瘤

肺痛

肝痛

食 管 痛

胃盛

呼吸系病

心血管病

冠 心 病

肺 心 病

肺 结 核

脑血管病

1 4

1 l

5

`

::

2 3 5
.

1 * .

1 8 9
.

9二

5 5 6
.

1* *

1 5 7
.

8

1 4 2
。

5

3 6
.

5

1 0 2 6
.

2二

1 19
。

2

4 5
。

1 .

6 1

4 8

合计 8 5 3 2 9 8 5 9 1 8 3 9 1

表 2
、

3 分别表示煤矿尘肺病人和掘进工

尘肺
、

采煤工尘肺病人的死因别年龄标化死亡

比
。

从表中可 以看出
,

煤矿尘肺全死因死亡率

比用山东省居民死亡率计算的 期 望 数 明显增

高
,
S M R = 2 35

,
9 5 % C l = 2 1 4~ 2 5 8

,
P < 0

.

0 1
0

呼吸系疾病居全死因之首
,

占2 5
.

1 % (其中因

尘肺病致死占6 9
.

4 % )
,

其次是恶性肿瘤
,

占

2 3
.

3%
,

而心血管疾病和肺结核 ( S M R = 1 0 06)

则居第 3
、

4 位
,

分别 占全死 因 的 1 7
.

4%
、

1 0
.

8 %
,

其中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观察死亡数

明显高于期望值
,

S M R = 19 0
,

P < 0
.

0 1
。

恶性

肿瘤死亡明显超高 S M R = 1 9 0
, 9 5 % C l = 1 5 5一

2 3。 ,
P < 。

.

0 1
,

且主要集中于肺癌
、

肝癌
、

食

管癌
。

肺癌居首位 (占 59
.

2% )
,

S M R = 5 5 6 ,

P < 0
.

0 1
,

肝癌
、

食管癌的 S M R均没有统计学

显著性
,

但应该注意到肝癌 S M R = 1 5 8
、

食管

癌 S M R = 1 43 的实际死亡人数均高于期望值
。

在掘进工和采煤工尘肺患者中
,

全死因
、

呼吸系疾病
、

恶性肿瘤
、

肺癌
、

肺结核 的标化

死亡比均显著增高
,

P 值在 0
.

0 1水平
。

其全死

因和死因别的 S M R 经趋势检验
,

唯有心血管

疾病有显著 性差异 (丫 = 4
.

22
,

P < 0
.

05 )
,

其

中又以掘进工尘肺肺心病的死亡率较采煤工尘

肺明显超高 ( x , = 7
.

4 7 ,
p < 0

.

0 1)
。

胃癌在煤矿尘肺 ( S M R 二 3 7)
,

主要是采煤

工尘肺患者 ( S M R 二 25 ) 中的死亡人数明显低

于期望数
,

P < 。
.

05
。

1 8 9
。

6二

1 0 0 6
。

1二

8 9
。

1

2 1 3
.

7~ 2 5 8
.

1

1 5 5
.

0~ 23 0
.

3

4 2 5
.

7~ 7 1 5
.

0

86
.

2~ 2 6 4
.

8

7 1
.

0~ 2 5 5
.

0

1 1
.

8~ 8 5
.

0

8 4 3
.

9~ 1 2 3 5
.

4

1 1 0
。

1~ 1 2 9
。

4

3 2
。

Z ee 9 8
。

2

1 4 5
。

0~ 2 43
。

5

7 4 1
。

9~ 13 3 4
。

2

6 1
。

O~ 1 2 5
。

8

. P < 0
。

05 t . P < 0
。

0 1

3 讨论

淄博矿区煤矿尘肺患者全死因死亡中
,

呼

吸系疾病占首位
,

其次是恶性肿瘤
、

心血管疾

病
、

肺结核
,

其中又 以肺癌
、

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为明显
。

本研究有 I n 例 煤 矿尘肺患者死于呼吸系

疾病
,

占全死因的2 5
.

1%
,

与沈国安等
〔 3)

对四

川省 1 1个煤矿2 4年 ( 1 9 6 3一 1 9 8 6年 ) 1 7 0 6例煤

工尘肺死亡病例的分析结果一致
。

肺结核死亡率在淄博矿区煤矿尘肺死亡中

居第四位
,

显著高于山东省普通人群 S M R =

1 0 0 6 ,

并且在掘进工尘肺 ( S M R = 1 1 0 9 )
、

采煤

工尘肺 ( S M R = 9 3 3) 中的实际死亡均呈显著

超额
。

煤矿尘肺肺心病死亡率显著超高
,

S M R 二

19 0
,

主要是掘进工尘肺超高明显
,

S M R = 公7 0
,

P < 。
.

0 1
。

肺心病大都是慢性阻塞 性肺疾患所

致
,

此结果的产生可能与掘进岗位所接触粉尘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较高有关
,

此外
,

噪声等物

理性有害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

矽尘
、

煤尘究竟有无致癌作用
, 尘肺与肺

癌有无联系至今意见不一
,

但大量的研究结果

提示
,

各种类型的矿物粉尘都起着人类肺癌的

致癌物作用
。

C h u r y 等
〔 ` ,

研究认为肺癌的发生

与肺组织内粉尘总量有着密切的相关
,

粉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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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掘进工尘肺和采煤工尘肺病人死因别年龄标化死亡 比( sM R )

掘 进 工 尘 肺 采 煤 工 尘 肺

死 因

观察值 SM R 5 9%Cl观察值 SM R 5 9%Cl

2 46
) 42 )6 93 7) 422 66”

全 死 因

恶性肿瘤

肺痛

肝癌

食 管 癌

胃癌

呼吸 系病

心血 管病

冠 心 病

肺 心 病

肺 结 核

脑血管病

10 8

乙0

19

8

7

(3 )

2 4

0 4

(2 )

2 40
。

3 二

77 1
。

3 二

42 0
。

1. ,

2 1 1
.

0

2 2 1
.

5

2 0 6
。

5~ 2 7 8
。

1

1 26
。

7 ~ 2 4 1
。

6

2 5 3
。

2~ 6 5 6
.

5

9 0
.

9 ~ 4 15
.

9

8 8
。

8~ 4 5 6
.

4

2 6 3

6 3

2 3 1
。

7二
1 9 8 。

8二

6 5 1
.

5. *

11 8
.

1

2 0 4
。

5~ 26 1
。

4

15 2
。

8 ~ 2 5 4
。

4

4 6 9
.

3 ~ 8 8 0
。

2

4 3
.

1~ 2 5 7
.

1

9 7 0
。

2二

1 53
.

1二

6 9 9
。

0 ~ 1 3 1 1
。

2

1 0 9
.

4~ 2 0 8
.

5

1 0 6 3
.

5二

9 6
。

2

82 7
.

2~ 13 4反 5

6 7
。

7~ 13 2
.

弓

3 5

2 2

1 0

2 7 0
.

5二

1 1 0 9
.

4二

6 9
。

4

1 8 8
.

4 or 3 7 6
。

2

6 96
。

1~ 16 82
。

3

3 3
。

3 ee 1 27
。

7

13 5
.

1

9 3 2
。

6二

1 0 2
。

3

8 8
。

3~ 1 9 8
.

0

6 0 8
。

6 ee 1 36 5
。

5

6 4
。

1~ 1 5 4
.

任

. P < 0
.

05 二 P < 0
.

帆

有吸附和富集致癌原的作用
,

并能改变其代谢

过程而致癌
。

G o ld s m it h 等
` ”
的研究认为矽肺

是肺癌的前兆性损伤
,

肺组织纤维化是肺癌的

前期表现
。

有关 谋矿尘肺病例的尸检报告
“ ” , ,

也提示其合并肺癌的比 例比其他疾病合并肺癌

高
。

国内学者 曾报道
“ , ” ,

煤矿尘肺患者肺癌死

亡率超高
,

S M R = 2 18 ~ 6 4 3
。

本研究煤矿尘肺

患者肺癌 S M R = 5 5 6 ,

掘进工尘肺患 者 肺 癌

S M R = 42 0 ,

采煤工尘肺患者肺癌 S M R = 6 5 2 ,

均呈显著超高
,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报道
。

故认为
,

尘肺可能是引起肺癌死亡的一个高危

因素
。

王洪源
` ” 认为煤矿尘肺合并肺癌与矿工

肺内出现含铁小体及 eF
、

A I
、

A I / iS
、

Z n / C u

等改变
,

加重肺组织纤维化而引致肺癌有一定

关联
。

淄博矿区井下氛子体几何均值为。
.

5 6 7 3

x 10
一 ” e i / L

,

低于居民区 ( 1 又 1 0
一 ” e i / L ) 的氛

子体卫生标准
。

但是
,

该地区空气污染较重
,

居民肺癌呈现高发
,

且其大气飘尘有机提取物

具有潜在致癌性
〔l0)

。

由此
,

作者认为
,

该因素

与淄博矿区煤矿尘肺患者肺癌死亡超高不无关

联
。

肺癌和大多数煤矿尘肺都有较长的潜伏期

且都多见于中老年人
,

临床上要判断尘肺和肺

癌的关系较困难
。

M e r k 〕n al d
( l勺
曾指 出

,

结晶

型二氧化硅对人致癌的结果尽管是可信的
,

但
证据确实有限

,

不能完全排除如偶然性
,

偏倚

或混杂因素等其它解释
。

陈镜琼等
`
切对 6 4 8 7何

矽肺随访 18 年的队列研究结果表明
,

肺癌死亡

率比国家居民平均死亡率仅轻度超 高 ( S M R
s

= 106) 且不随矽肺期别的升高而增加
。

另外
,

也有煤工肺癌危险性显著低于普通 人群 的报

道
` ’ 〕。

总之
,

尘肺与肺癌关系密切
,

二者 是因

果联系
,

还是表面上的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

煤矿尘肺胃癌的死亡显 著 降 低 S M R 二

36
.

5
,

与有关报道结果一致
〔吕” 3 , ,

可用竟 争 性

死亡来解释
。

本研究结果可能存在的偏差主要来源于 以

下几个方面
: ( 1 ) 观察对象为一个横断面在

册尘肺病人建队以及用普通人群资料为参 比
,

都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 ( 2 ) 队列观察时间是

1 9 7 7~ 1 9 8 6年
,

分析采用 1 9 8 1 ~ 1 9 8 6年普通人

群资料
,

可能存在时间偏倚 ; ( 3 ) 未能按吸

烟量作分层分析
,

吸烟的混杂作 用 未 明 确
,

( 4 ) 没有得到死亡诊断书或病例 首 页 的 病

例
,

死因多根据病历记录获得
,

也会给结果带

来一定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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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呼吸系疾病
,

其中主要是尘肺所致呼吸衰

竭是严重危害煤矿尘肺患者健康和影响其寿命

的疾病
。

心血管疾病
,

其中主要是肺源性心脏病

死亡率明显超高
,

除因慢性阻塞性肺疾患的结

果外
,

粉尘 中游离二氧化硅的作用值得探讨
。

肺结核死亡显著超高
,

提示防疹抗疥工作须坚

持不懈
。

nI t er n at lo n a l

1 9 8 8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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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

6 铃木知腾挂力
) .

剖检例力
、

勺再九 p 人肺 巴肺癌合并 O 貌

计检 讨一全国 例招止苍北海道见派劳炙病院 O 比 轻 检

封
。

癌 O 临床
,

19 7 8 。24
:

17 9

7 王洪源
,

等
.

北京矿 区 煤矿 尘肺 与肺 痛发生 的研究
.

中华

预防医 学杂志 19 9 2 , 2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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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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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1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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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韩向午
,

等
.

痛症在煤矿尘肺死 亡中的地位一 流 行病学

分析结果
.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19 83 ; 9 ( 3 )
: 2 2 9

1 0 李杰
,

等
.

大气双 尘有机提取物对人胚肺 细胞 的转 化作

用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19 8头 忍(C 6)
:

34 0

1 2 M c D on a l d CJ
.

S i l laC
,

S i l i co s is an d l u n g ca n ~

Ce r
.

B r J nI d M e d 1 9 8 9 , 刁6
:

2 59

12 陈镜琼主编
,

接尘工人矽 肺和肺癌研究
.

同济 医科大学出

版社
,

1 9 9 1
:

9 1~ 1 0 0

13 易光辉
,

等
.

煤矿工人和煤工尘肺患 者恶性肿启 死 亡研究
.

职业卫生与病伤 1 9 9 2 , 7 ( 1 )
:

8

铬酸盐所致鼻中隔穿孔并发鼻咽癌 1 例报告
锦州铁合金厂职工医院 赵福 东

患者
,

丁某
,

男
,

62 岁
,

住院号 1 6 2 1 6
。

于 1 96 6~ 时偏向左侧
。

1 9 6 9年在铬酸盐制造车间工作
。

工作车间厂房内空气 实验室检查
:
血常规

,

尿常规
,

肝功
,

尿素氮
,

中铬酸盐含量 0
.

6~ 1
.

3 1119 / m
, ,

劳动保护用品仅为 血钠
、

钾
、

氯
,

肝肾 B 型超声均正常
。

纱布 口罩
。

鼻咽侧位及颅底片所见如下
:

鼻咽后壁及左侧壁

现病史
:
自 1 9 6 8年开始常有咽部干燥感

,

间断发 增厚
,

蝶窦蝶鞍完整
,

左侧卵 圆孔扩 大
,

内 侧 缘 模

生鼻纽
。

经检查
,

鼻腔枯膜充血糜烂
。

1 9 73年 7 月发 糊
,

左破裂孔轻度扩大
。

现鼻中隔穿孔
,

直径约 3 毫米
,

边沿整齐光滑
。

1 9 8 4 C T 检查所见
:
左侧鼻咽部软组织肿大

,

左咽旁

年以来自感听力减退
,

左侧耳鸣
,

左面部麻木感
。

曾 间隙消失
,

左翼内肌区模糊
,

脑实质内未见异影
,

无

发生过两次鼻班不止现象
,

经常流涕带血
。

左颈部阵 增强影可见
,

脑室及脑间未见扩大
,

烦底层面示卵圆

痛服药后缓解
。

19 8 7年 6 月于上 海华山医院确诊为鼻 孔扩大
。

吸痛
,

给以门诊散射治疗
。

既往无鼻咽疾患
。

意见
:

左鼻咽癌
,

脑内无转移
。

查休
:
一般状态尚好

,

鼻外形正常
,

呼吸平稳
,

病理检查诊断
:

鼻咽低分化鳞癌
。

无紫绪
,

无贫血貌
,

左颈部可触及浅表肿 大 之 淋 巴 讨论
:

本例在从事铬作业前未接触过其他有害因

结
,

两肺呼吸音正常
。

肝脾未触及
。

素
,

无鼻咽部疾患
,

接触铬化物后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五官科检查
:

鼻粘膜及鼻下 甲萎缩
,

鼻中隔克氏 逐年加重
,

出现鼻粘膜充血糜烂中隔穿孔咽炎等
。

本

区有约 O
。

4 x o
.

3厘米椭圆形穿孔
,

鼻咽腔粘膜增厚
、

例在出现铬致鼻中隔穿孔后发现了鼻明癌
,

此与工作

密度较高
。

双侧璧向内突出
,

顶壁
、

顶前壁左侧壁有 的关系极为密切
,

考虑本例高浓度铬化物环境下劳动

新生物
,

左眼上脸下垂
。

左眼球固定外 1 / 3
。

左 侧 面 数年是引起鼻咽癌的一个重要原因
。

部 I
、

I
、

I 支感觉减退
,

门齿间距2
.

scln 舌向外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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