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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F , s 、

F E F ” 各项两组 比较
,

P 均 > 0
.

05
,

无显著差

异
;
而 F E V i

. 。
两组比较 P ( 0

.

0 5
;
F E F ; 。

及 P E F 两

组 比较
,

P < 0
.

0 0 5
,

有显著性
。

2
.

5 男棉工吸烟组 ( 9 例 ) 与男对照 工 吸 烟 组 ( 9

例 )
,

女棉工 吸烟组 ( 9 例 ) 与女对照工吸烟组 ( 5

例 ) 肺功能各项指标比较
,

P均 > 0
.

05
,

两组无显著

性差异
。

3 小结

本次调查表明
,

退休棉工与对照工肺功能指标测

定结果
,
F E V I 二

、

F E F ” 及 P E F有显著性差异
,

可以

看出棉尘的影响即使在接触者已脱离接触后仍存在一

定影响
。

本文退休后仍有咳嗽
、

咳痰且X线胸片有不同

程度改变的病例
,

说明脱离粉尘数年后
,

仍存在影响
。

男
、

女棉工吸烟组与男
、

女对照吸烟组
,

肺功加

指标比较
,

无显著性差异
,

由于调查例数少
,

吸烟对

气道有无影响
,

有待充实病例进一步探讨
。

编后语
:
由广州市预 防 医学会及广州市职

业病防治 院联合主办
,

广州市卫生局及广州 市

科 学技术委 员会协助 组织
,

并由香港大学社会

医 学系和 中国预 防医 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

病研 究所作技术指导
,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 究中

心 (I D R C ) 提供资助的广 州国际棉 尘 病 研 讨

会
,
1 9 9 3年 1 2 月 7~ 1 0 日在广 东省广州市召开

。

来 自瑞典
、

美国
、

加拿大
、

印度尼 西 亚
、

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 以 及 国内各地的 67 名 代表参加 了

此次研讨会
。

棉尘病是由于 长期接触棉
、

麻等植物性粉

尘而 引起的一种具有特征性临床表现的 气道疾

病
。

早在二百多年前该病 已 为人们所注意
,

至今

已有许多国家和地 区先后 报告 了棉尘 病的发病

情况
。

我国是世界上产棉和耗棉大 国
,

甘棉尘

病的研 究虽起 步较晚
,

但进展迅速
。

此次研 讨

会的 召开
,

时于 深入 系统的研 究棉 尘病
,

提 高

稀尘病的防治研 究水平起到 了积极 的 推 进 作

用
。

为使广大 同仁 更多更好地 了解目前国际棉

尘病的研 究状况
,

本刊从 本期起将陆续刊 出此

次会议的 交流论文
, 以飨读者

。

大连耐火砖制作工人肺癌死亡的流行病学调查

曲桂兰
’

徐红喜
,

1呼守信 I

矽尘是否能引起肺癌以及矽肺和肺癌的关系等问

题
,

目前国内外学者多有意见分歧
。
1 9叨年我们曾对

大连某耐火材料厂和大连某钢厂的耐火车间进行了耐

火砖制作工人的肺痛死亡流行病学调查
,

结果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方法
:

调查方法按
“

全国耐火厂肺癌流调
”

统一

方法进行
。

1
.

2 队列成员组成
:

接尘工人 1 9 6 3~ 1 9 85年间矽肺普

查材料中
,

凡是 1 9 6 3年 1 月 1 日前接尘的工人均列为

观察队列成员
。

1
.

3 观察期
: 1 9 63年 1 月 1 日至 1 9 8 5年1 2月 3 1日为队

列的观察期
,

观察23 年间队列的各类死因及死亡人数
。

1
.

4 材料来源
:
材料来源于接尘工人矽肺普查的健康

卡片
,

以此为依据
,

填写
“

职工职业史调查表
” ,

调

出 J一外和离退休人员迁居外地的进行追访
。

观察期内

死亡的人员
,

均填
“

死亡记录
” ,

以工会
、

财务等部门提

供线索
,

去生前求治医 院核实死因及诊断依据 (癌症

诊断级别W级 )
。

失访率 < 5 %
,

死因不明率 < 10 %
。

1
.

5 人年计算
:
按工区

、

X 线分期
,

以 5 岁为一个年

龄组
,

用可 编程序计算机计算人年
。

1
.

6 对照人群
:

以全国 10 个大
、

中型钢铁企业钢坯初

轧厂 1 1 4 70 名男性职工 1 9 7 1~ 1 9 85年间年龄别
、

死 因

别死亡率和本地区轧钢厂 1 1 3 2名不接害男职工各类死

亡率为标准
,

用间接法求算各类死 因 的 标 化 率 比

( S R R )
。

1
.

了 分析指标

1
.

7
.

1 各类死因构成比
、

位次

1
.

7
.

2 各类死因标化率比 s( R R )

1
.

8 检验方法
:
用 卜阿松分布 90 %

、

95 %可信限检验

方法检验显著水平
。

2 结果

2
.

1 调查队列成员共 了5 5人
,

内矽肺患者 25 5人
,

失访

3 人
,

失访率 0
.

38 %
,

观察期死亡 147 人
。

各类癌亡 47

人
,

其中肺癌亡 15 人
,

矽肺患者死于肺癌的10 人
.

死

因不明11 人
,

占死亡人数的 7
.

48 %
。

队列成员 2 3年间

提供 T 1 72 2 8人年 (表 1 )
。

1
.

大连市绮动卫生研究所 ( 1 1 6。。D

2
.

大连耐火材料厂

3
.

大连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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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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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队列观察人数
、

人年数及死亡人数的分布

单 位 人 数
肺癌 死 亡人数

人年数 矽 肺人数 死亡人数 全癌亡 人数

矽 肺 非矽肺

OU口臼7 20 297Q 5大连某耐火厂

大连某俐厂耐火材料车间

合 计

:::
1 3 4 2 5

4压3 8

1 7 6

7 9

7 9 517 2 28 2 5 51 4 7 4 7 1 O

2
.

2各类死 因中
,

全癌亡 47 人
,

占全死因的 3 1
.

98 %
,

居

第 一 位
。

呼吸
、

循环系统病
、

肺结核分别居第二
、

三位
。

2
.

3 各类癌构成比
、

位次

表 2

各类癌中
,

肺癌占全癌的

31
.

91 %
,

居第一位
,

肝癌和胃癌各居第二
、

三位
。

矽

肺人群肺癌占全癌的 58
.

83 %
,

占全癌亡的第一位
,

非

矽肺人群胃癌占癌亡第一位
,

肺癌居第四位 (表 2 )
。

癌种类
非矽肺

构成 比

矽肺
、

非矽肺各类癌亡人数
、

构成比
、

位次

矽 肺 合 计

死亡人数 位 次 死 亡人数 构成 比 位 次 死 亡人数 构成比 位 次

231564

0015邹910019乳31

月「 癌

肺 癌

食道癌

肠 癌

其它癌

1 0 0
.

0 0

2 6
.

6 7

2 0
.

0 0

1 6
.

6 6

6
.

6 7

6
.

6 7

2 3
.

3 3

1 7

1

4

10

1

0

1

10 0
.

0 0

5
.

8 9

2 3
.

5 0

5 8
,

8 3

5
.

8 9

0

5
.

8 9

,上弓口

癌全 癌胃

6
.

3 8

4
.

2 5

17 0 3

4791015532

介JZ`13

3Q225567

2
.

4 各类死因标化率比 (s R R )

2
.

4
.

1 与全国初轧厂比
:
全死因和肺癌亡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 (S R R分别为 1
.

2 7
,

P < 0
.

0 1 , 2
.

00
,

P < 0
.

0 5 ) ,

肺结核死亡差异就更为显著 (s R R 9
.

0 9
,

P < 。
.

0 1)
。

矽肺人群肺癌死亡和肺结核死亡与对照人群比
,

差异

极为显著 ( S R R 3
.

62
,
2 1

.

9 7
,

P 均 < 0
.

0 2 )
。

非矽肺

人群中肺癌死亡无明显差异 (S R R 1
.

0 6
,

P ) 0
.

05 )

(表 3 )
。

表 3 各类死因 S R R (与全 国轧钢厂 比 )

非矽肺 矽 肺 合 计

死 因
O E S R R O E S R R 0 E S R R

47471514391037n1433019全 死 因

全 癌

肺 癌

消化道癌

食 道 癌

、习 癌

肝 癌

呼吸循环系病

肺心 病
、

慢支

脑血管病

冠 心 病

肺 结 核

外伤中毒

6 8
.

5 1

2 0
.

6 7

4
.

7 2

5
.

7 1

2
.

0 2

3
.

7 7

4
.

7 7

2 5
.

9 2

6
.

8 2

13
.

4 8

3
.

1 6

2
.

0 0

8 6 1

1
.

1 8

1
.

4 5

1
.

0 6

2
.

1 0 .

0
.

9 9

2
.

12

1
.

2 6

0
.

85

0
.

7 3

0
.

7 4

0
.

9 5

0
.

50

1
.

9 7

6 6

17

1 0

2

1

1

4

1 5

6

4

0

2 9

2

47
.

1 4

12
.

7 4

2
.

7 6

3
.

9 3

1
.

6 9

2
.

4 3

2
.

6 3

2 1
.

15

5
.

9 8

10
.

8 9

2
.

2 2

1
.

32

4
.

0 1

1
.

40

1
.

3 3

3
.

6 2* *

0
.

5 1

0
.

5 9

0
.

4 1

1
.

5 2

0
.

7 1

1
.

0 0

0
.

3 7

0
.

0 0

2 1
.

9 7二

0
.

50

1 15
.

6 .

33
.

4 2

7
.

5 1

9
.

6 9

3
.

7 3

6
.

忿2

7
.

4 3

4 7
.

0 9

1 2
.

81

2 4
.

4 4

5
.

3 9

3
.

3 0

1 2 5 9

1
.

2 7二
1

.

4 7

2
.

0 0 .

1
.

4 4

0
.

8 0

1
.

45

1
.

3 5

0
.

7 9

0
.

86

0
.

5 7

0
.

5 6

9
.

0 9 .

1 5 1

81韵
,。
啥

。̀86225QI 3117

*
P < O

』

05 *’ P < 0
.

01 0
:

观察死亡数 E
:

预期死 亡数

2
.

4
.

2 与大连两个轧钢厂 比
:

总体 人群
,

矽肺人群肺

癌死亡的 S R R分别为 2
.

68
,
4

.

0 9
,

P 均 < 0
.

0 1
,

差异

以 下表同
。

非常显著
。

非矽肺人群肺癌死亡差 异 不 明 显 ( S R R

1
.

5 8
,

P > 0
.

0 5 ) (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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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
、

非矽肺各类癌 SR R ( 与大连两个轧钢厂 比 )

癌种类
矽 肺 非矽肺 合 计

bd R 匕 b找找 合灯炸

1
.

4 4

2
.

6 8二

0
.

妞 8

1
_

0 2

6Q603 2582
ō01的己7 to。。 J月 J, l心1céR一,dóbJ恤ó勺

ù
吕内舀

.

…
1ù1几01人98162Q88Qn舀行̀ō勺2八ú巴n0U8n舀1 7 1 1

.

6 2 1
.

4 6

I Q 2
。

4 4 4
.

Q L二

4 4
.

1 2 0
.

9 7

1 2
_

97 0
_

3 4

痛痛鹿筋全肺肝胃

2
.

4
.

3 各期矽肺肺癌 S R R
:

与大连两个轧钢厂 比
,

I
、

5
.

叨
,

P 均 < 0
.

0 1) (表 5 )
。

I 期矽肺肺癌差异都非常明显 (S R R 分 别 为 4
.

32
,

裹 S 非矽肺及 I
、

I
、

l 期矽肺各类癌 S R R (与大连两个轧钢厂比 )

癌种类 6
0 0一 I

E S 找且 0 瑟 S R R

I

0 E S R R
l
匕

合 什

S R R 0 E S R R

全 癌 3 0 2 0
.

9 8 1
.

4 2 1 2 7
.

1 7 1
.

6 7 4 3
.

0 2 1
.

3 2 1 1
.

4 3 0
.

70 4 7 3 2
.

6 0 1
.

4 1

肺 盛 5 3
.

16 1
.

5 8 6 1
.

3 0 4
.

5 : 二 4 0
.

7 1 5
.

6 5 . 0 0
.

5一 o
.

o o i 5 5
.

e o 2
.

6 8 * .

肝 癌 6 7
.

26 0
.

8 3 3 2
.

6 2 竺
.

1 4 0 1
.

0 3 Q
.

0 0 1 0
.

4 7 2
.

4 4 10 1 1
.

3 2 0
.

8 8

胃 癌 8 5
.

8 6 1
.

3 6 1 1
.

8 1 0
.

5 5 0 0
.

8 2 0
.

0 0 0 0
.

3峨 0
.

0 0 9 8
.

8 5 1
.

0 :

2
.

4
.

4 粘土砖
、

矽砖工人肺癌死亡的 S R R
:

与本地区 ( S R R为 4
.

36
,

P < 0
.

01 )
。

非矽肺人群肺痛死亡差异

对照人群比
,

粘土砖工人肺癌死亡差异明显 ( S R R为 不明显 ( S R R 1
.

60
,

P ( 。
.

05 )
。

矽砖和混合工区肺家

2
.

85
,

P ` 0
.

01 )
,

其中矽肺人群肺癌死亡差异也显著 死亡均无明 显差异 (表 6 )
。

表 6 各工 区各类癌 S R R (与大连两个轧钢厂 比 )

粘土工 区 矽砖工 区

痛种类 非矽肺 矽 肺 合 计 非矽肺 矽 肺 合 计

0 E b R 找 0 E S R R 0 E S R R 0 E S R R 0 E S R R O 匕 5 比R

全 癌 2 6 15
.

4 1 1
.

C8 1 5 9
.

忍5 1
.

6 2 4 1 2 4
.

6 6 1
.

6 6 4 1
.

2 3 3
.

2 5 0 0
.

7 9 0
.

00 4 2
.

0 2 1
.

仁8

肺 !翻 4 2
.

连9 1
.

6 0 9 2
,

0 6 4
.

3 6 . 1 3 4
.

5 5 2
.

8 5二 1 Q
.

1 4 7
.

1 4 0 0
.

0 8 0
.

0 〕 1 0
.

2 2 4
.

5毛

肝 癌 5 5
.

2 7 0
.

9 4 4 3
.

3 3 1
.

2 0 9 8
.

6 0 1
.

0 5 1 0
.

3 7 2
.

7 0 0 0
.

2 8 0
.

0 0 1 0
.

6 5 1
.

5 3

胃 癌 7 4
.

2 9 1
.

6 3 0 2
.

3 1 0
.

0 0 7 6
.

6 0 1
.

0 6 2 0
.

3 9 5
.

1 3 0 0
.

2 4 0
。

0 0 2 0
.

6 3 3
.

1 7

贾 讨论 文中 I
、

I 期的矽肺肺癌的标化率比 有 增 高 的

目前矽尘能否引起肺癌以及矽肺和肺癌的关系等 趋势 ( I 期S R R 4
.

32
,

P < 。
.

01
,

I 期 5
.

63
,

P < 。 .

05)
,

间题 已引起 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
,

也作了大量的调 而 I 期矽肺肺癌未见高发
。

因肺癌例数较少
,

其肺癌

查研究
,

但至今尚无统一的结论
,

仍有争议
。

本调查 发展趋势尚需作进一步观察
。

选择耐火砖制作工人为观察对象
,

进行了肺癌死亡的 吸烟对肺癌的影响因例数少
,

本文未作进一步分

流行病学研究
,

结果表明
:

接矽尘的总体人群和矽肺 析
,

但
“
全国耐火厂肺癌流调

”
一文曾对吸烟与肺癌

人群肺癌死亡构成比都居各类癌的第一位
,

非矽肺人 的关系问题
,

作了细致周密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矽肺人

群肺癌却居于第 四位
。

与全国和大连本地 区人群比
,

群中不论 吸烟还是不吸烟
,

肺癌均呈现高发
,

而非矽肺

总体人群肺癌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粘土工 区的调查也 人群中
,

无论吸烟还是不吸烟均未见肺癌高发
。

可见该

显示 同样的结果
,

即粘土工区总体人群肺癌高于对 照 调查结果中吸烟对矽肺肺癌的发生无明显的影响
。

人群
。

此结果与苏联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苏联对矽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
:

做好防尘工作
,

杜绝矽肺发

砖制作工人肺癌研究危险比 2
.

。 ,

P < O
。
0 5)

。

将上 生是保障接尘工人身体健康的根本保证
。

述总体人群分先矽肺和非矽肺两组进行观察
,

结果仅 4 小结

矽肺组肺癌显示高发而非矽肺组肺癌并未显示高发
,

本文对大连耐火砖制作工人肺癌是否高发及矽肺

卫淤吉果与奥地利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矽肺肺癌危险比 与肺癌关系问题作的流行病学调查
,

结果表明
:

总体

为 1
.

4
,

P < 。 .

01 )
。

可以认为接尘总体人群肺癌高发 人群肺癌高发
,

总体人群中矽肺人群肺癌高发
,

而非矽

是由于矽肺人群肺 癌超量 高发的结果
。

肺人群肺癌未见高发
,

提出作好防尘工作的重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