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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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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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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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 42篇论文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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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论文所属栏 目分布

篇 数 百分比 (沁)

ō匕O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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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类型

研究类型分布

篇 数 百 分比 (% )

O材自才月口2
内O勺白9白

:
n甘
J已

,人

分组观察

横断面研究

回顾件队 列

队列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

其它

4 8
.

6

1 9
.

0

1 6
。

2

合 计

表 5 统计指标分布

统计指标 篇 数 百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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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R R或 O R 合计仅占5
.

1%
,

说明大部分职业流行

病学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
,

研究方法和 统计

分析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从论文研究的性质 (见

表 6 ) 来看
,

以 中毒调查和病因分析居多
,

预后研究

及工作有关疾病的研究较少
,

防制效果评价方面的文

章仅有 1篇
。

这说 明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虽与生产部门

关系密切
,

但所从事的研究项 目还未能很好地与工矿

企业生产挂勾
,

尤其在病因防制实施及效果评价方面
,

这是 目前职业流行病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

也是今后该

领域发展的方向
。

裹 6 研究性质分布

研究性质 篇 数 百分比 (% 》

中毒调查 4 8 3 3
.

8

病因分析 3 9 2 7
.

5

预后 研究 1 3 9
.

2

工作有关疾病 1 2 8
.

5

预 侧预报 ` 3
.

5

方 法学研究 二 1
.

4

防制效果评 价 1 0
.

7

其它 2名 1 5
.

5

合 计 1 4 2 1 00

2
.

3 论文所及行业及疾病所属系统分析

14 2篇论文涉及十几个行业系统
.

多行业职 业 流

行病学的文章所占比重最大
,

其次是化工
、

冶金和煤

炭系统
。

职业病的分布情况如下
:
有关职业性肿瘤的

论文共 8 篇
,

其中 4 篇为多系统肿瘤
,

3 篇为呼吸系

肿痛
,

1 篇为消化系肿瘤
。

非职业性肿瘤 的 文 章共

1 34篇
。

其中
,

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论文 52 篇

(s 6
.

6% )
,

多系统职业病 26 篇 ( 1 8
.

3% )
,

女工生殖方面

的 16 篇 (1 1
.

3% ) ,

说明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是 目前危

害最为严重的职业病
。

此外
,

女工劳动卫 生 不 容忽

视
。

石 小结

本文共收集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1 9 8 8一 1 9 9 3年

有关职业流行病的论文 14 2 篇
。

从结果分析可看出
,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

研究机构的协作

形式日趋加强
。

从所统计的论文来看
,

短篇文章占大

多数
,

论著及综述性文章偏少
。

文章中以描述性分析

居多
,

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较少
。

职业流行病学要适

应工矿企业发展的需要
,

一方面要从技术方法上提高

研究手段
,

另一方面要强调研究项 目与生产相结合
,

以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