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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寿命表法对某钨矿 1 52 1例矽肺发病后的

稳定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

现报告如下
。

1 甚本情况

某钨矿已有 80 年开采历史
,

1 9 4 9年 收 为 国 有
。

1 9 5 2年前为手工采矿作业 , 1 9 5 3~ 1 9 5 7年为半干半湿

半机械作业
,

仅有局部通风防尘措施
,

粉尘浓度仍高

达 7 5~ 16 s 6 m g /m
3 ; 1 05 5~ 1 06 1 年完善综合防尘的

改造措施
,

致使粉尘浓度降为 1
.

8~ 2
.

2 rI 嗯 /m
3 ,

年平

均合格率为 8 1
.

9%
。

1 9 5 5~ 1 98 6年经省
、

地级尘肺组

确诊矽肺 15 2 1例 ( 196 3年尘肺标准 )
,

1 95 7年前始接

尘矽肺占97
.

24% ( 1 47 9八 5 2 1 )
。

2 统计方法

将 152 1例矽肺卡片的初诊
、

晋期
、

死亡 日期及死

因等内容摘录至调查表内
,

并逐张填写矽肺年龄
、

病

程 ( 1 9 5 5~ 1 9 8 6年止 ) ,

以病程 ( x ) 为自变量
,

稳定

率 ( ” P O) 为应变量
。

矽肺稳定系指矽肺在观察期内

(病程 ) 首诊结果不变且存活者
,

余者均不列入此范

畴
。

矽肺去向
: ( 1 ) 存活

、

病情稳定不变即仍为首

诊结果 ; ( 2 ) 存活
、

病情恶化 (晋期 ) 或 死 亡 ,

( 3 ) 失访 ( 8 例 )
。

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稳定率
。

3 结果分析

矽肺死亡 74 9例
,

病死率为 49
.

24 %
,

晋期 71 8 例

(次 ) 占 4 7
.

2 1%
。

下表示
:

观察 2 ~ 年时稳定率为

9 8
。

4 7% , 观察 1 0~
,

2 0~ 年时分别为 6 9
.

8 1%
,

3 9
。

8 1%
, 而至 3。~ 年时仅为 0

.

01 %
。

回归方程 (直

线 ) 公
=

1 0 6
.

5 39 8
一
3

。

6 5 3 4 x
, r = 0

.

9 8 0 (P < 0
。
0 0 1 )

。

矽肺稳定率统计 (寿命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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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4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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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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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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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病程 ( 年 ) , L x :

存 活人数 ,
D x :

死 亡人致 ,
W沈

: 到期人致
,

W丫
: 失访人数 ,

R x
: 晋期人效 ,

N 工
:

纠正人数
, P工 : 稳 定率 , n OP

: 男计祖定率

4 讨论

有报道煤矿煤矽肺稳定率观察 26 年时为 42
。

3 2%
,

远高于该钨矿同期的 0
.

31 %
,

显然反映出有色金属矿

山矽尘危害较煤矿严重
。

尤其是 19 5 7年前该矿的生产

环境较恶劣
,

而 1 9 5 8年后始接尘发病矽肺仅 42 例
,

占

1
。

53 % (搜2 / 1 5 2 1)
,

充分显示了综合防尘措施取得的

可喜成绩
。

目前各有色金属矿 山矽尘均降在 Z l n g /m
3

左右
,

有效地控制了矽肺发生
。

但是早期发现
、

早期

脱尘和采取积极有效防治措施对延长病人寿命和稳定

病情控制恶化仍是十分必要的办法
,

不可忽视
。

我们

统计发现初诊 I
、

I 期矽肺分别为 228 例和 15 例
,

延

诊率为 15
.

98 % (24 31/ 52 1) ,

这无疑与我们的二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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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预防管理失误有关系
,

同时亦与 10 6 3年前投有统一

尘肺诊断标准及
“
1 9 6 3年尘肺诊断标准

”

存有某些不足

有关
。

本文应用寿命表法分析矽肺稳定率
,

并用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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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评价尘肺职业危害程度
,

我们认为稳定率作为

患病率
、

发病率的互补指标
,

比较客观
,

易于基层厂

矿掌握和推广
。

某厂尘肺发病情况的调查分析

沈阳 机车车辆厂医院 ( 1 10 0 35) 王志达

尘肺病是该厂患病人数最多
,

经济
、

管理负担最

重的职业病
.

为摸清尘肺病的发病情况
,

制定有效的

防治方案
,

特对该厂 3 0 年间 ( 1 06 3一 1 9 9 2年 ) 2 1 2例

尘肺病例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及统计分析
。

1 资料来派与方法

根据历年职业病诊断书
、

职业病诊断卡
、

职业病管

理卡
、

X 光胸片
、

职业病死亡报告书及病例走访情况

逐例进行调查
。

核准后
,

填写尘肺调查表
,

以尘肺调

查表为依据进行汇总和统计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基本情况

该厂至 1 9 9 2年底接尘人数 1 6 0 0名
,

尘肺发 病 1 12

例
,

检出率了
.

0 %
。

尘肺患者均为男性
,

期别为 I
、

I

期
,

尚未发现 I 期尘肺
。

种类分矽肺
、

铸工尘肺
、

电

焊工尘肺及其他尘肺 4 种
,

见表 1
。

从表 1 看出
,

该厂尘肺患病以矽肺为主
。

在 8 例

裹 1 尘肺基本情况

尘肺种 类 病例数 I 期例数 I 期例数
合并结核率

%
死 亡数 现患数

矽 肺 85 7 5
.

9 7 1 1 4 2 8 32
.

9 3 4 4 0
.

0 5 1

铸工尘肺 1 0 8
.

9 1 0 0 3 3 0
.

0 1 10
.

0 9

电焊工尘肺 9 8
.

0 7 2 1 1 1
.

1 1 1 1
.

1 8

其他尘肺 8 7
.

2 7 1 3 37
.

5 2 2 5
.

0 6

合 计 1 1 2 1 0 0
.

0 9 5 1 7 3 5 3 1
.

3 3 8 3 3
.

9 7 4

注 : 其他尘 肺指分别接触两 种以上粉尘引起 的尘肺

其他尘肺中有 4 例分别有 3 年
、

5 年
、

5 年和 7 年的 表 2 反映 4 种尘肺发病年龄无明显差异
,

在发病

矽尘接触史 , 2 例有间接接触矽尘作业史
。

X 光片表 工龄上矽肺与铸工尘肺
、

电焊工尘肺均有非常显著性

现以 p
、

g阴影为主
,

占8 4
.

5 %
。

矽肺病均发生在铸钢车 差异 ( P < 0
.

0 1)
。

其他尘肺中平均发病工龄缩短与其

间
,

清铲和配砂工比例较大
。

矽尘接触情况相关
。

2
.

2 尘肺发病工龄与年龄 2
.

3 不同年代尘肺 发病情况

裹 2 尘肺发病工龄与年龄情况

发病工 龄 ( 年 ) 发病年龄 (年 )

尘肺种类
最长工 龄 最短工龄 X 士 S 最大年龄 最小年龄 X 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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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8
.

1 士 8
.

2

3 3

3 8

4 7

4 0

5 3
.

3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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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4
.

4士 9
.

2

5 1
.

0士 3
.

0

5 1
.

0 土 7
。

1

合 计 3 0
.

0 士 7
.

3 5 3
.

0士 7
。

1

将1 9 6 3年至 19 92年底 30 年分为 6 个年代段
,

每段

5 年
。

从表 3 看出
,

各年代段间发病工龄均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 (P < 0
.

01 )
。

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病工龄

明显延长
,

晋期
、

合并结核例数及发病数量增加且现

患例数和现患平均年龄明显增加
。

3 讨论

3
.

1 该厂尘肺发病以矽肺为主
,

矽肺均发生于铸钢车

间
,

故现场治理
、

职业病防治工作应以铸钢车间为主
。

3
.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尘肺病发病工龄明显延长
,

这与

社会制度
、

劳动现场改造和职业病防治水平的提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