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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是一种主要的职业病
,

临床上 尚无特效疗法
,

严重影响矿工健康
。

因此
,

在防治策略上
,

狠抓防尘为

主的一级预防措施固然重要
,

但积极探索其预后的各

种影响因素
,

制订相应措施
,

以期更有 效 地 稳定病

情
,

减轻病人痛苦
,

降低病死率
,

延长寿命
,

乃是涉

及矽肺患者切身利益 的间题
,

也可弥补一级预防的不

足
。

本此 目的
,

我们 应用 C O X模型对广 西某锡矿区 22 3

例矽肺病人
,

分析了 1 4项 可能影响其预后 的因素
,

结

果报告如 下
。

1 资料和方法

以厂
`

西某锡矿 区自 1 9 5 0年至 1 9 8 8年 12 月 3 1 日止确

诊的而有资料可查考的 22 3例矽肺病人为调查 对 象
。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接尘史
、

吸烟史 以及 医学检查

史从患者的接尘档案和 X线照片的医学检查史记录 中

摘录
。

对一些记录 不详 的档案
,

进行追踪随访
,

死亡

者则访问其家属
。

所观察的 2 23 例矽肺病人
,

在观察期间
,

累计死亡

1 21 例
,

其中死于与矽肺无关疾病的 26 例
。

用于 预后分析的指标有 14 项
,

每项指标的数量化

方法见表 1
。

资料整理和所有统计分析在 I B M P C / X T

2 8 6 微机 上实现
。

其中
,

一般统计分析采用 S A S 和

S P S S 统计软件包
,

C O X 回归分析采 用广西 医学院卫

生统计学教研室提 供 忍 )犷
。

C O X 回归模型基本结构
:

h ` , , 二 , = h 。 ` , ) C

却 (刀
: T , + 刀

Z x : + … + 刀
; x ,

)

表 1 预后分析指标及其数量化

变量名称 含 义 数 量 化

工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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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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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接尘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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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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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 次数

辅助工 = 1 ,

装矿工 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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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7 8年 = 3 , 7 9年后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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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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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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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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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式中 h 。: , 二 ,
为危险度

;

表 2

h 。 “ ,
为当所有 因子

·

x 、
都

取 。值时的危险度
,

它是基准危险度
;

刀
: ,

刀, ,

…
,

刀
;
是 C O X 模型 的回归系 数

,

是需从样本数据作出估

计的参数
; k = 1

,

2, ” ’ ,

p
·

2 结果

2
,

1 单因素 C O X 模型分 析 结果显示初诊期别
、

合

并肺结核
、

疗养次数
、

吸烟和工种 5 项指标对生存期

影响显著 ( P < 0
.

0 5)
。

见表 2
。

单 因素 C O X 模型分析显著的变量

变量名称 回归系 数 标准误 标准回 归系数

工 种

初诊期别

合刀肺结核

吸 烟

疗养次数

0
.

33 8 9 8

1
.

4 4 B I O

0
.

3 9 1 4 5

0
.

1 9 8 34

一 0
_

6 9 7 92

3 17 15

6 1 4 9 8

1 1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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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5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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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因素 C O X模型分析 采用递降法建立多因素

C O X 模型
,

在 a 二 0
.

05 水平上共选入 6 个变量
。

单

因素分析中显著的 5 个因子全部入选
,

另外增加了接

尘 至初诊尘龄 因子 (见表 3 )
。

这提示
,

作为反映矽肺

发病快慢指标的接尘至初诊 尘龄
,

只有在合并肺结核
、

吸烟等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

才对预后产生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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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因素 CO X模型入选变量

变童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一ó .
工1口占毖
,1.一̀nó八勺n.八U八.̀U.UC̀11ó几比.八.八.<<<<<<X 1

X 4

劣 5

久
一

吕

才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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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种

初诊期别

合并肺结 核

接 尘至初诊尘龄

吸 烟

疗养 次致

0
.

7 01 0 2

1
。

3 18 9 8

0
.

9 5 9 96

一 1
.

0 4 1 4 7

0
.

6 88 3 7

一 1
`

4 93 3 4

0
.

1马7 18

Q
.

5 8 8 12

0
.

4 0 8 4 5

0
.

2 87 6 8

0
.

2 8 34 3

0
_

35 30 8

2
.

4 2 87 6

5
.

3 0 7 7 5

3
.

9 80 5 6

2
.

3 5 0 2 6

2
.

8 7 9 2 3

2
.

9 49 6 8

由此建立的矽肺病人 C O X 回归模型为
:

h ( t , 二 ) = h 0 o t , e

却 ( o
.

7 o l o Z x i + l
.

3 l s g s x 一 +

+ 0
。

9 5 9 9 6 x s 一 1
。

4 9 3 3 4 x 。 +

+ 0
。

6 8 8 3 7 x i 3 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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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

1 从C O X 回归模型的结构可以看出
,

各自变量男 ,

的 回归系数 刀、与危险度之 间呈指数关系
,

这是 C O X

模型的一个假定条件
。

当 回归系数 刀、 等于零时
,

说

明因素 x k对危险度不起作用 多 八为正值时
,

x 、 为危

险因子
,

增大了危险度
;

几 为负值时
,

x k 为保护因

子
,

缩小危险度
。

因此
,

本文从拟订的 14 项可能影响

预后的因素中
,

应用多因素 C O X模型筛选出对矽肺

预后有显著性影响的 6 个因素
,

可根据其回归系数性

质
,

定性地评价它们对预后的影响
。

回归系数为正值的

因素
,

即对矽肺预后不利的因素有
:

初诊期别
、

合并肺

结核
、

吸烟和工种
;
回归系数为负值的因素

,

即对矽

肺预后有利的因素有
:

疗养次数和接尘至初诊尘龄
。

3
.

2 多因素CO X 模型的各因素的回归系数八被确定

后
,

则可估计其相对危险度 R R k ,

从而定量地评价各

因素对预后的影响
。

对于 0
,

1数据
,

因子 x k 的相对危险度为 R凡
=

e

却 (刀户
。

如本调查的因子 x s (合并肺结核 ) 为。 ,
1变

量
,

则合并肺结核者相对于非合并肺结核者的相对危

险度为 R R , 二 e x o (刀
, ) = e o

· ’ 5” ` = 3
,

即合并肺结

核矽肺病人死亡危险度是非合并肺结核者的 3 倍
。

可

见矽肺结核病人预后之恶劣
,

这结论与国内一些研究

的结果相一致
。

吸烟也是 O
,

1数据
,

则吸烟者相对于非

吸烟者的相对危险度 R R : 3 = e

却 (刀
: 3 ) 二 e ,

·

“ ’ 3 ’ =

2
。

吸烟对矽肺预后的作用目前 尚 不 肯 定
,

但 本 文

C O X 回归分析提 示
,

吸烟的矽肺病人死亡危 险 度是

非吸烟者 的 2 倍
,

因此
,

劝阻矽肺病人吸烟是必要的
。

非。 ,
1数 据的因子

,

其相对危险度估计较复杂
。

先根据因子水平数
,

按
“

0
,

1
”

化法则
,

化变为。 ,
1数

据 ; 再与多因素模型中其它因子建立新模型后作出估

计
。

如 因子 x . (初诊期别 )
,

有 I
、

I 和 I 期三个水

平
,

则可化为
: x ` ,

(I 期 = 1
,

其它 二 0 )
,

x ; 2 ( I

期
= z ,

其它 = o )
,

x ; 3 ( I 期 = 1
,

其它 = o )
。

再与多

因素模型中其它因子建立模型
,

结果
,

x ` 3 有显著性

( P < 0
.

0 1 )
,

入选模型
,

刀。 3 = 1
.

5 1 7 5 3
,

那么
,

初诊 I

期者相对于其它期别者的相对 危 险 度 为
: R R 4 3 二

el .s 1 7 5 3 = 5
。

由此可见
,

初诊期别高
,

矽肺预后差
,

这与 国内有人的研究意义相司
。

因比
,

做列早闺诊

断
,

对矽肺预后的好坏至关重要
。

煤工尘肺和煤矿矽肺病人预期生存年限的比较

郭 平
,

李 亮
`
张仲平

,

孙 兆军
’

潘鸣摘
,

马 骥
,

吴希祥
,

孟昭林
,

目前
,

国内有关尘肺病人健康水平的 调 查 较多

见
,

但对煤工尘肺和煤矿矽肺患者转归比较的研究报

道不多
。

本文应用寿命表相关回归法
,

分析了尘肺病

人全死因
、

尘肺病死因对其死亡趋势
、

生存年限的影

响
,

以期为今后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1 资料与方法

选择我市某矿务局 1 9 6 3~ 1 9 8 6年间初诊为 I 期具

有完整健康监护资料的 2 6 7 1例煤矿尘肺病人作为分析

对象
。

依据患者的统计工种
,

将纯掘
、

主掘工种病人

划为煤矿矽肺 ; 将纯采煤
、

主采煤
、

混合及辅助工种

1
.

山东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2 5 50 2 6)

2
.

山东猫博市第二卫生学校

3
、

山东 抽博 矿务局职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