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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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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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马7 18

Q
.

5 8 8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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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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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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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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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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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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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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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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划为煤工尘肺
。

根据患者的死亡证明
,

将死因划

分为尘肺病死因和非尘肺病死 因
。

尘肺病死因指尘肺

病恶化死亡 〔呼 吸衰竭 )和尘肺病合并症 (如肺结核
、

气胸
、

肺气肿感染
、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等 ) 致死者
,

非 尘肺病死因指死于 与尘肺病无关的其它死因 (如各

种肿瘤
、

急性 心肌梗塞
、

脑 血若意 外
、

肝硬化
、

工伤

事故
、

意外死亡等 )
。

统计分析方法参考有关文献

〔 杨树勤
.

卫生统计学
.

第二版
.

北京
,

人民卫生 出

4 1

版社
.

198 7 , 1 96~ 20 3
.

郭鼎
,

等
.

工龄累积患病机

率寿命表相关 回归法在预测预报矽肺发展趋势上的应

用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1 984
; 2 ( 2) :

73〕
。

2 结果

2
.

1 煤工尘肺累积死亡机率和预期生存年限

由表 1可见
,

同期同时诊断 1 0 0 0 0名 I 期煤工尘

肺病人
,

活过 10 年后
,

约 50 % 的病人已死亡
,

其预期

生存年限为 1 0
.

8 4年
。

表 1 招一 1 9 8 6年初 诊 I 期 艾工尘肺累积死亡 机率 ( % )和预期生存年限 (年 )

观察 年限

分组

累积观察

人数

万 L x

全 死因

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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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x

校正观察

人数

L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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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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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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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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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8

4 5 4

3 6 5

1 82

1 2 1

3 4

6 6

2 7

52

5 6

2 1 8

1 9 4

5 9

5 5

1 7 3

4 6

1 17

1 5 1 4

1 3 9 0

1忍8 8
.

5

1 2 0 7

1 0 9 7

9 1 3

6 6 4

5 0 8
。

5

4 2 6
.

5

2 7 8
.

5

1 5 9

6 2
_

5

4
.

8 8 7 7

3
.

9 56 8

3
.

2 5 9 6

4
、

6 3 96

4
。

2 84 4

`
.

7 0 9 8

4
.

3 67 5

4
.

9 1 6 4

7
.

97 19

3
.

5 90 7

9
.

4 34 0

6
_

4 0 0 0

4
.

88 7 7

8
.

6 51 1

1 1
.

6 2 3 7

1 5
.

7 2 88

1 9
。

33 9 3

2 3
.

1 3 8 2

2 6
.

4 9 15

3 0
.

I Q8 9

3 5
.

6 8 0 6

37
.

9 9 0 1

4 3
.

8 4 0 1

47
.

43 43

6
.

8 6 0 3

8
.

8 3 97

1 1
.

2 2 6 4

1 5
.

7 2 86

1 7
.

3 0 0 0

2 1
.

0 0 2 9

2 5
.

13 55

2 9
.

6 6 2 1

3 4
.

5 32 1

3 9
.

6 6 92

4 4
.

9 9 6 0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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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Q0

9 3 1 4

8 4 9 1

7 5 37

6 3 5 1

5 2 5 2

4 1 4 9

8 1 0 6

2 1 8 5

1 4 3 0

8 6 3

4 7 5

6 8 6

8 2 3

9 5 4

1 1 8 6

10 9 9

1 1Q3

1 04 3

92 1

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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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8

2 4 0

1 0
.

84

9
.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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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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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6
.

52

5
.

67

4
.

9 1

4
.

22

3 5 3

2
.

95

2
.

2 3

1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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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病龄 = 2 4
.

4 4 8 45 3 61 剩余面积 二 5 8 1
.

5Q7 7 32 4 叭
= 3

.

4 4 5 2 + 0
.

0 6 8 0 5x r = 0
.

9 8 9 5
.

表 2 1 0 6 3一 1 9 8 6年初诊 I 期煤矿矽肺累积死亡机率 (% )和预期生存年限 (年 )

观察 年限

分组

累 积观察

人数

全死因

死亡人数

D x

到期观察

人数

W
x

校正观察

人数

工名
,

全死 因

死亡机率

q’

拼积死 亡

机率

Q
二

校正 累积

死亡机率

xQ
,

预 期尚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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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毖

死亡人致
预期生存

年限

万工 x
d留 ex

e ~

8816肠3
.勺自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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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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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0 ~

2 2 ~

1 1 40

1 0 4 1

9 47

e O3

8 2 1

7 3 4

舀5 3

38 1

3 0 7

2 5 5

妞 1

7 8

6 4

6 8

2 1

4 4

5 9

1 5 6

1 4 8

5 5

3 3

1 1 7

3 8

了 6

11 08

10 0 7

9 3 6
,

5

8 8 1

7 9 1
.

5

6 5 6

4 7 9

3 5 3
.

5

2 9 0
.

5

1 9 6
.

5

10 2

4 0

3
。

1 5 8 9

2
。

5 8 1 9

2
.

4 5 60

4
.

3 1 3 3

3
.

5 37 6

3
.

8 1 10

5
.

O I Q 4

5
.

召7 4 8

芍
.

5 4 0 5

8
.

6 5 14

4
.

9 0 2 0

6
_

0 0 0 0

3
.

1 58 9

厂
.

65 9 1

7
.

9 7 6 2

1 1
.

9 45 4

1 5
.

0 6勺4

1 8
.

2 97 5

2 2
.

3 9 11

2 6
.

5 62 4

3 1
.

3 6 5 6

3 7
.

3 Q3 5

4 0
.

3 7 6 8

4 3
。

3 5 8 0

4
.

37 16

5
.

9 56 0

7
.

9 58 2

10
.

生3 27

1 3
.

4 2 1 7

1 6
.

9 5 1 3

2 1
.

02 6 5

2 5
.

6 2 5 8

30
.

7 0 3 5

3 6
.

1 7 7 8

4 1
.

95 3 9

4 8
.

9 0 8 0

1 0 0 0 0

9 5 6 3

8 9 9 3

82 7 7

7 4 14

6 4 19

53 3 1

4 2 1 0

31 3 1

2 1 7 0

1 3 85

8 0 4

43 7

57 0

7 16

8 6 3

9 9 5

1 0 8 8

1 1 2 1

1 0 7 9

96 1

7 8 5

5 8 1

3 9 3

12
.

5 7

1 1
.

10

9
.

7 4

8
.

5 0

7
.

3 7

6
。

3 5

5
。

4 5

4
.

6 3

1
.

3 8

ó舀no6jOUOU工b
月皿O曰O口曰̀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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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J。乙的乙21几1山,̀

极限病龄 = 2 4
.

7 6 7 6 4 2 剩余面积 = 1 11 2
.

5 0 2 0名4 仇
= 5

.

2 15 6 + 0
.

07 5 3 0x 犷 二 0
.

99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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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煤矿矽肺累积死亡机率和预期生存年限
.

由表 2 可见
,

该组病人预计活过 12 年后
,

约 50 写

的病人将死亡
,

预期尚存病人数为 50 00 左右
,

其预期

平均生存年限为 1 2
.

57 年
。

2
.

3 煤工尘肺去尘肺病死因
、

肺结核死因 后 累积死

亡机率和预期生存年限

其累积死亡机率随病龄的变化趋势是
:

去尘肺病

死因
:

病龄 =

Q厂￡且 = 3
.

2 0 6 5 + 0
.

0 5了0 3劣 ( r 二 0
.

9 5 7 , )
,

极限

0
.

0 6 60 4 x ( r 二 0
.

9 8 8 6 )
,

极限病龄
= 2 4

.

7 9 4 8
,

预期生

存年限见表 3
。

2
.

4 煤矿矽肺去尘肺病死 因
、

肺结核死因后 累 积死

亡机率和预期生存年限

其累积死亡机率随病龄的变化趋势为
:

去尘肺病

死因 Q
x 一 ` 1 = 2

.

9 7 5 2 + o
.

0 5 7 7 1x ( r = 0
.

9 5 5 6 )
,

极

限病龄 =
29

.

6 005 多去肺结核死因
:

Q
二 一 亩2 二 3

.

15 2。 +

0
.

0 7 2 5 3 x ( r
·二

0
.

9 9 1 0 )
,

极限病龄 = 2 5
.

3 67 3
,

预期生

2 7

衰 3

2 5 4 9 , 去肺结核死因
:

Q
x 一 ` 2 二

3
.

40 3 5 + 存年限见表 4
。

煤工尘肺去尘肺病死因
、

肺结核死因后 预期生存年限的比较

。

今ù今
观察年限
分组

全死 因预期
生存年限

去尘肺预期

生存年限
o 一 1 1

去肺结核顶 期
生存年限 盯七孔

万竺
,t

全 ( % )

0 一 , 之 。

ex
一

ex
, 。 , 、

一花一一一一 气为 ,

劣 e x e 二
今

e x
气

0 ~ 10
.

8 4 1 4 4 5 1!
.

4马 3
.

6 1 3 3
.

30 0
.

6 5 6
.

0 0

2 “ 9
.

57 1 3
.

0 3 1 0
.

1 9 3
.

4 6 3 6
.

1 6 C
.

6 2 6
.

峨8

4 ~ 8
.

40 1 1
.

6 9 9
.

00 3
.

2 9 3 9
.

17 0
.

6 0 7
.

14

6 “ 7
.

3 3 1 0
.

4 5 7
.

9 2 3
.

12 4 2
.

5 6 0
.

5 9 8
.

05

8 “ 6
.

52 9
.

2 9 6
`

9 4 2
.

7 7 4 2
.

4 9 0
.

4 2 6
.

4 4

1 0
, ` 5

.

6 7 8
,

2 1 6
.

Q 5 2
.

5 4 4 4
.

8Q 0
.

3 8 6
.

了0

12 ~ 4
.

9 1 7
.

2 1 5
.

2 5 2
.

3 0 4 6
.

84 0
.

3 4 6
.

9 3

14 ~ 4
.

2 2 6
.

2名 4
.

52 2
.

0 6 4 8
.

8 2 0
.

30 7
.

1 1

1 6~ 3
.

5 8 5
.

3 9 3
.

8 3 1
.

8 1 5 0
.

5 6 0
.

邪 6
.

9 8

18 ~ 2
.

9 5 4
.

5 2 3
.

1 5 1
.

57 5 3
.

2 2 0
.

2 0 6
.

7 8

ZQ一 2
.

2 3 3
.

6 3 2
.

4 0 1
。

40 6 2
.

7 8 0
.

1 7 7
.

6 2

2 2 ~ 1
.

2 3 2
.

6 3 1
.

4 0 1
.

4 0 1 1 3
.

8 2 0
.

17 1 3
.

8 2

裹 4 煤矿矽肺去尘肺病死因
、

肺结核死因后预期生存年限的比较

观察年限
分组

全死因预 期
生存年限

去尘肺预期

生存年限
;eo 任

, 一 万2 0

ex 苏
` ’

去肺结核预钥
生存年限

o 一 12

ex

0 一 11

电 ~ 今
全汉 ) 舀

’

兰 今
一

ex
, _

今 下厂一一
` % )

xe xe

O 产矛 4
。

6 9

2 ~

4 ~

4
。
5 7

6
.

6 8

7
.

1 2

7
.

7 Q

6 ~

8 ee

1 0~

1 3
。

4 1

1 1
。

89

1 0
.

4 9

9
。

1 9

8
。

0 0

6
。

91

。

1 2

。

5 5

1 2~

1 4~

::二
20 ~

2 2 ro

1 2
.

57

11
。

1 0

9
.

7 4

8
.

5 0

7
。

37

6
.

3 5

5
.

4 5

4
.

6 3

3
.

8 8

3
。

1 6

2
.

3 8

1
.

38

17
.

2 6

15
.

6 7

1 4
.

15

1 2
.

7 2

1 1
。

3 7

1 0
。

1 0

8
。

9 2

7
。

吕1

6
.

7 7

5
.

7 8

4
.

80

3
.

80

5
.

9 9

5
。

1 1

4
.

`

2 9

3
.

5 1

2
.

6 8

1
.

6 8

4
。
4 1

4
.

2 2

4
。

OQ

3
.

7 5

3
.

4 7

3
。

1 8

2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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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分析与讨论

煤炭生产系地下 作业
,

劳动作业条件复杂
,

有粉

尘
、

嗓声
、

振动
、

高温
、

高湿
、

有害气体和放射性物

质等不良因素
。

长期在此环境中从事强体力劳动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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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工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

选择同一地 区
、

作业条件基本相同的煤矿
,
用寿命表法综合利用 24 年

来煤工 尘肺和煤矿矽肺的生存和死亡资料
,

分析其预

后效果
,

便于 相互 间的比较
。

淄博矿务局自 1 9 6 3年以

来
,

对接尘作业工人查体及时
,

健档齐全
,

体检率达

90 % 以上
,

各矿地质结构相似
,

均生产烟煤
,

岗位作业

环境及防尘降尘措施也基本相 同
,

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
,

各病龄沮全死 因累积死亡机率
,

煤工尘肺 比煤矿矽肺高 1
.

50 一 5
.

29 个百分点
,

生存人

数尚存半数病龄组煤工尘肺较煤矿矽肺前移了两年
,

而其预期生存年限则平均减少了 1
.

73 年
。

作者认为
,

此结果可能与煤工 尘肺发病工龄 次长
,

发 病 年 龄较

大
,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

各种肿瘤等非尘肺病死因较

多有关
,

与本次调查煤工尘肺非尘肺病死因所占比例

较煤矿矽肺多 9
.

48 个百分点的结果相吻合
。

煤工尘肺去尘肺病死因
、

肺结核死因后
,

其预期

生存年限平均延长了 3
.

61 年和 O
。

“ 年
,

均比煤矿矽肺

的 4
.

6 9年和。 .

84 年低
。

因此
,

如果尘肺病死因得到有

效控制
,

则同组别煤矿矽肺的平均生存年限将高出煤

工 尘肺 4
.

01 一 6 1
.

54个百分点
,

而因肺结核死因减少

的平均生存年限
,

煤矿矽肺则多 0
.

19 年
.

由此提示
.

尘肺病死因对煤矿矽肺患者的生命威胁更严重
,

在狠

抓其防治工作的同时
,

应特别加强防痊抗疥工作
。

另

外
,

对煤工尘肺患者非尘肺病死因的早期发现和及时

治疗工作也不容忽视
。

(本文承蒙山西医 学院郭戴教授
、

哈尔滨医科大学苍恩

志教授审阅
,

谨此致谢
.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8 8一 1 9 9 3年

职业流行病学论文统计分析

华北煤炭 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06 3 00 0) 刘 玲 纬向午

随着我国工矿企业的不断发展
,

职业病的研究得

到了足够重视
。

有关职业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也越来

越多
.

本文收集了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创刊以来六

年中刊载的职业流行病学方面的论文
,

从研究机构
、

研究方法
、

统计指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
。

因

而
,

可 以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职业流行病学的研究现状

和发展特点
,

为学术期刊的传播
、

交流起到引导和推

动作用
,

并为职业流行病学工作者提供一些信息
。

1 资料收集和分类

收集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 1 9 8 8一 1 9 9 3年各期杂

忘
,

根据论文题 目和 内容选出有关职业流行病学方面

的论文
,

然 后按照年度 、 栏目类别
、

研究方法及统计

指标等进行分类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研究机构及年度分布

1 9 8 8一 1 9 , 3年 ((l { 国工业医学杂志》 共刊载职业

流行病学论文 14 2篇
。

研究机构的分布见表 1 ,

其中协

作形式及院
、

所
、

站所占比重较大 (均为 3 3
.

1% )
,

说明 目前职业流行病学研究的协作形式 日趋加强
。

以

职业病防洽院 (所 ) 等为主的院
、

所
、

站研究机构与

生产部门有着密切联系
,

因而 在信息反馈 上 占 有 一

定的优势
。

省级以上科研机构和高校所占比重虽居其

次
,

但某些论文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一足 的深度
,

从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职业流行病学 的研究现状
。

从

年度分布 (见表 2 ) 看
,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有逐

年增多的趋势
,

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专

家
、

学者们 的重视
。

从论文刊登的栏 目分 布 (表 3 )

中可以看出
,

短篇所占比重最大 ( 5 3
.

5 % )
,

论著其次

(2 8
.

9% 少
,

综述性文章 (5
.

6% )偏少
。

裹 1 研究机构类别分布

研究机构 箱 数 百分比 ( ,` )

科研

高校

院
、

厂矿

协作

(省所 以上 )

所
、

站

2 5

1 4

4 7

9

4 7

17
.

6

9
.

9

3 3
.

1

6
.

3

3 3
.

1

合 计

注 : 院
、

所
、

站指省级 以下 的 职业病 防治院 (所 ) 等

2
.

2 研究类型 (方法 ) 及统计指标分布

在各种研究类型中 (见表 刁 )
,

以分组观察 (描

述性 ) 所占比例最大
,

横断面研究其次
,

分析性流行

病学研究
,

包括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所占比例较

小
。

与此相对应 的统计指标分布 (见表 5 ) 以患病率

最为多见 ( 4 6
.

5% )
,

发病率占 ,。
.

9鲜
,

S M R
.

P M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