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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园地
.

煤工尘肺预期平均寿命研究

双鸭山矿务局预防保健中心 ( 15 5 1 0) 0赵希显 孙雅秋 刘汉兰 绍 力 庞继梅

双鸭山矿务局所属 9 个煤矿
,

已有 50 余年的开 采

史
,

现有职工 8 0 1 0 9人
,

自 1 9 6 3年至 1 9 9 2年底累积煤

工尘肺检查 2 6 5 8 6人
,

共定诊煤工 尘肺工3 9 3人
,

其 中

59 5人死亡
。

煤工尘肺是患者肺部不可逆 性损伤
,

严

重影 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寿命
。

应用寿命表回顾性 追

踪观察的方法
,

分析30 年来定诊的各期煤工尘肺 的寿

命情况
,

评价患煤工尘肺后的健康状 况
,

了解煤工尘

肺对矿工的危害程度
,

为劳动能力鉴定
,

保护矿工的

身体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

1 资料的来源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
,

对每个病例设登记卡片
,

详

细登记初诊 日期
、

晋级日期
、

死亡 日期
、

死 亡 原因

等
。

每个病 例自定诊 日期开始追踪观察到 1 9 9 2年底
,

有两种可能
,

存活或死亡
,

计算病程的长短
,

并请肺

科医师会诊
,

确定诊断合并肺结核情况
。

对每例卡片

反复核对
,

以保证资料完整可靠
。

2 分组与统计方法

2
.

1 初 诊 I 期煤工尘肺 2 6 6 8例
,

其中 178 例死亡
。

2
.

2 初诊 I + T B 煤工 尘肺 6 7 ; 例
,

其中 1 70 例死亡
。

2
.

3 初诊 I 期煤工尘肺 6肠例
,

其中 7 4例死亡
。

2
.

4 初诊 l + T B 煤工尘肺 2 04 例
,

其中 72 例 死 亡
。

2
.

5 初诊 I 期煤工尘肺 106 例
,

其中58 例死亡
。

2
.

6 初诊 l + T B煤工尘肺 58 例
,

其中43 例死亡
。

以
_

L各组应用回顾性追踪观察的方法
,

推算 6 组

的累积死亡率和预期平均余命
。

3 结果分析

以单纯 1期煤工尘肺 2 6 6 8例
,

1 78 例死亡为例计算

累积病死率
,

校正累积病死率和 预期平均余命
.

3
.

1 计算累积病死率 见表 1
。

3
.

2 计算校正累积病死率

表 1 双鸭山局 I 期煤工尘肺校正累积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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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查表法
,

从 百分比与机率单位对照表中查

出各随访时间的累积病死率 的概率单位
,

计算随访时

间与累积病死率的概率单位回归方程 P Q 二

畏7 985 +

。
.

1 1 8 2X
,

求得佼正累积病死率的概率单位 ( P Q )
。



然后再从已知的校正概率单位查出校正后的累积病死

率 ( Q
` x )

O

苏
.

3 计算患煤工尘肺后的预期平均余命

在上述校正累积病死率的基础上
,

进一步推算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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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尘肺的预期平均余命
,

即假设同时定诊 1 0 0 0 0 例煤

工尘肺
,

按校正累积病死率在各随访时间组 内 去 死

亡
,

计算出各随访时间的预期平均余命
,

见表 2
。

表 2 双鸭山局 l 期煤工尘肺预期平均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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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煤工 尘肺随防时间与校正累积病死率

奄暇软件探斌

随访时 间 (年》

图 2 煤工尘肺的预期平均余命

应用上述 同样方法分别推算 I + T B
.

1 期
、

l +

T B
、

l 期
、

I 十 T B 等的校正 累积病死率和预期平均

余命
。

为了便于 观察分析
,

将随访时间与校正累积病

死率和预期平均余命绘成曲线图
,

详见图 1
、

图 2
。

4 讨论

应 用寿命表回顾性追踪观察的方法
,

推算各期煤

工 尘肺 不同随访时间的累积病死率和预期平均余命
,

呈现出明显的可 比性
。

用这种方法能有效地 利 用 资

料
,

对 不同时期诊断的病例所提供的信息 都 可 以利

用
,

资料 比较完整
,

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评价指标
。

从本文的推算结果看
,

该局的煤工 尘肺随访时间

与累积病死率正相关
,

与预期寿命负相关
。

随着随访

时 间的延长
,

累积病死率升高
,

预期平均余命缩短
。

双鸭山矿务局 I 期煤工尘肺平均发病年龄为 52 岁
,

定

诊 I 期煤工尘肺后 (即随访时间 。一组 ) 预期平均余

命为 1 0
.

4年
。

所 以
,

I 期煤工尘肺预期平均 寿 命 为

5 2 + 1 0
。

4 = 6 2
.

4岁
。

双鸭山市 1 9 8 5年人口 资料表明
。

简略男性寿命表预期平均寿命为 69 岁
。

因此认为患单

纯 I 期煤工尘肺后 比正常人寿命缩师 6~ 7岁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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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以看出
,

确诊煤工尘肺后随访观察 5 年

I 期尘肺校正累积病死率 5
.

d %
,

I 期 7
.

3%
,

l 期

28
.

6 %
,

三 组 间经卡方检验有非常显著差 异 ( P <

O
。

0 1)
。

1 十 T B 的校正累积病死率为 1 4
.

4 %
,

I ` T B

为 21
.

1 %
,

l + T B 为 4 1
.

2 %
,

三组 间也有非常显著差

异 ( P < 0
.

01 )
。

另外
,

I 期与 I + T B
,

I 期与 I 十

T B
,

l 期与 l 十 T B 的校 正累积病死率也分别都有非

常显著差异 ( P < 0
.

01 )
。

由图 2 可见
,

预期平均余命

(即 0 一随访组 )
,

I 期 2 0
.

凌年
,

I + T B 6
.

7年
,

I 期 9
.

3

年
,

I + T B S
.

3年
,

l 期 吐
.

1年
,

l 十 T B 3
.

3年
。

从推算

的结果看出
:

随着尘肺的进展
,

累积病死率升高 ( P <

0
.

0 1) ,

预期平均余命缩短
,

各期尘肺之间相差十分

悬殊
。

肺结核对煤工尘肺寿命影响也是十分严重 的
。

综上所述
,

应用寿命表回顾性追踪观察的方法
,

推算各类尘肺的累积病死率
,

预期平均余命等观察指

标
,

可以看出煤工尘肺的预期平均寿命低于正常人
,

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后的寿命也短于单纯煤工尘肺
,

进一 步证明尘肺与肺结核相互促进
,

加速病情进展和

死亡的事实
。

所以说矿区的尘肺病和肺结核病对煤矿

工人健康水平影响是严重的
。

因此
,

建议在煤矿积极

开展防疹工作
,

加强井下 防尘降尘 以减少煤工尘肺的

发生
,

不断提高煤矿工人的健康水平和寿命
。

机械加工行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山西侯马平阳机械厂 医院 ( 0 43 0 02) 关云生 李一民 阎秀才

为了摸清机械加工行业的体力劳动强度
,

对本厂

主体工种进行了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调查
。

1 材料与方法

按 国际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G B 3 8 6 9一 83 》进行
。

使用冶金部安全环保装备研究所 生 产 的 Y A一 I 型

肺通仪
,

测定 17 个工种
,

共 102 人
,

均为男 性
,

年 龄

2 0 ~ 50岁
,

平均 3 7
.

9 1 土 1 0
.

8 1岁一 身高 2 5 5一 1 8 2c m
,

表 1 平阳机械厂主体工种劳动强度测定结果

劳动时间率 能量代谢率 劳动强度

工 种 级别
( % ) (k J / m in

·

m , ) 指 数

C 62 0车工 1 84
.

6 9 8
.

6 8 3 8 1 7
.

0 5

C 6 3o车工 1 8 4
.

7 9 8
.

8 3 6 3 1 7
.

3 1

C 6 1 6车工 1 8 4
.

4? 6
.

5 3 6 4 1 3
.

4 6

零件喷砂 1 7 2
.

谧0 7
.

94 7 6 1 5
.

44

2 1 3 0憧 工 1 84
.

匀0 6
.

5 68 7 1 3
.

5 2

打压钳工 1 6 8
.

2 9 9
.

48 7 8 1 7
.

9 0

机械 下料 1 8 4
.

6 2 5
.

93 7 2 1 2
.

4 6

毛坯喷砂 1 57
.

1 2 1 1
.

12 8 6 2 0
.

3 1

合件 电焊 1 8 3
.

6 8 8
.

9 8 8 5 1 7
.

5 3

总装 电焊 1 87
.

0 0 8
.

2 9 1 0 1 6
.

d 9

气 割 F料 1 7 7
.

6 7 1 0
.

2 35 3 1 0
.

透3

手工抛光 1 8 3
.

9 9 7
.

96 9 8 1 5
.

8 3

机械地光 1 8 2
.

0 8 7
.

1 65 3 14
.

4 3

全雷衡重 1 t Z
.

g Z 8
.

9 8 59 17
.

50

热功力试验 I 峨9
.

6 5 5
.

47 1 3 I G
.

6 3

小 f牛装配 1 7 0
.

3 1 6
.

50 0 0 1 2
.

7 9

超 精研磨 1 84
.

9 3 7
.

2 2 6 5 14
.

6 2

平 均 1 77
.

8 4 7
.

9它5 15
.

7 5

平均 1 7 0
.

3 8 士 4
.

4 4
cm

; 体重 4 5~ 9 3 k g
,

平均 6 3
.

86 土

4
.

4 4
kg

; 体 表 面 积 2
.

4 3~ 2
。

1 4m
, ,

平 均 1
.

7 0 士

0
.

1 2几 . 。

2 结果

2
.

1 17 个工种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见表 1
。

2
.

2 劳动时间率 根据国际和我国 8 小时工作劳动时

间为 40 o m in 的卫生限度
,

分 5 个 组段
,

见表 2
。

表 2 各工种劳动时间率 (% )分布

劳动
时间率

工种数
构 成比

( ; ` )

劳动
时间率

工种数
构成比

( % )

Ò1人
2~ C4

~ 7 0

~ 7 6

1 1
.

7 6

5
.

8 8

1 1
_

7 6

~ 8 3

) 8 3

合计

1

:

1 7
.

6 5

5 2
.

9 4

2
.

3 平均能量代谢率 根据国际和我国一个工作 日耗

能值 62 76 k J 的卫生限度
,

分 6 个组段
,

见表 3
。

平均

c 5 4 4
.

7 8幼 /人
·

日
.

表 3 各工种 8小时工作日平均能耗分布 ( k J/ 人 )

平均

能耗
工种数

构成比
( % )

平均

能耗
工种数

构成 比
( 乡̀ )

2 3
.

5 3

1 7
.

6 5

3 5
_

2 9 合 计 17 1 0 0

ōU皿̀
ó,U一b~ 3 5 6 2

~ 5 5 6 4

~ 6 2 7 6

~ 7 3 1名

ee ] 1 3 1 3

) 1 1 31 3

2 3
.

5 3

调查表明本 厂工种的体力劳动强度属中等强度
。

有 5 2
.

94 % 劳动时 间率超过卫生 限度
,

58
.

82 % 能量代

谢率超过卫生限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