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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

机床产量提高一倍
,

由于铸造吨

位增加
,

石棉衬垫用量也随着增加
,

铸造车间一年用石

棉量达 3
.

9 吨
,

而每吨造型用砂重复使用
,

部分石棉衬

垫纤维破碎而混于制砂
、

配砂等厚料中
。

据多年观察
,

铸工胸部 X 线表现以网织阴影较普遍
,

现场的防尘治

理也以防治矽尘为主
。

应重视石棉对铸造工人身体健

康的影响
,

建议有关部门及企业对全铸造行业展开一

次大型调查
,

以便深入研究石 棉的不良影响
。

通过调查统计发现
,

该厂建厂以来
,

一直应用石棉

垫做衬垫
,

以防止浇注时漏铁水
,

鉴于本次调查发现石

棉对铸工的危害较大
,

建议改进造型中石棉做衬垫的

工艺
,

对石棉的危害应予重视
,

并寻找新的替代物质
。

(收稿
: 1 9 9 4一 0 9一 2 4 修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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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煤种采煤工尘肺流行病学分析
`

华北煤炭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0 6 3 0 0 0) 张晓峰 韩向午

研究不同煤种的致尘肺作用
,

是探讨不同煤尘对 资料
、

拍过胸大片的本矿籍采煤工人
。

由专业人员填写

工人健康的危害和制订煤尘卫生标准及防尘措施的重 预先设计的卡片
;
尘肺诊断由所在地区矽肺诊断组按

要依据
。

为此
,

我们于 1 9 8 5一 1 9 8 8 年对 3个煤种 6 个 我国 1 9 6 3 年矽肺诊断标准诊断 ; 煤矿概况
、

煤尘浓度

煤矿的采煤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对比分析
。

及煤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等资料 由各矿务局 提供
,

1 资料与方法 见表 1
。

将调查卡资料输入 BI M一 P C / A T 电子计算

采取典型调查选点的方式
,

选择了中南
、

内蒙古
、

机
,

用 B A SI C 语言编制程序
,

进行尘肺患病率
、

发病

东北共六个煤矿为调查单位
,

其中 M
、

X 为无烟煤矿
,

率等指标的对比分析
。

L
、

C 为烟煤矿
,

J
、

iX 为褐煤矿
。

调查对象为有体检

表 1 煤尘浓度水平和煤尘中游离 51 0 :

含量

M X L C J X i

煤尘浓度水平 ( m g /m 3 )

煤尘中游离 51 0 :

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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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见表 2
.

3
。

2
.

1 采煤工工龄别尘肺患病率

表 2 六个煤矿采煤工工龄别尘肺患病率 ( 写 )

工龄 M X L C J X i

(年 )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0 ~ 6 2 4 1 1 1
.

3 3 18 1 0 3
.

1 6 2 5 0 0
.

0 1 7 0 0
.

0 3 8 4 1 0
.

3 1 6 5 0 0
.

0

1 0 ~ 5 4 6 6 9 12
.

6 3 1 8 2 9 9
.

1 6 9 4 3 0
.

4 2 6 1 4 1
.

5 6 6 9 1 9 2
.

8 1 6 3 1 0
.

6

2 0 ~ 1 0 7 3 6 33
.

6 5 8 1 8 3 1
.

0 1 4 6 8 5 9 4
.

0 3 7 7 1 0 2
.

6 34 2 2 6 7
.

6 1 8 2 1 0
.

5

合计 1 2 7 7 1 16 9
.

1 6 9 4 5 7 8
.

2 2 7 8 7 6 2 2
.

2 6 5 5 1 4 2
.

1 1 3 9 5 4 6 3
.

3 5 1 0 2 0
.

4

注
:

A
:

接尘工人数 B
:

病例数 C
:

患病率

六个煤矿采煤工尘肺患病率中除两个褐煤矿之间 年以上工龄组为最高
。

不论哪个工龄组都以无烟煤矿

有显著差异外 (尸 < 0
.

01 )
,

两个无烟煤矿及两个烟煤 尘肺患病率为最高
。

从尘肺平均发病工龄看
,

也是无烟

矿之间差异不显著 (尸> 0
.

0 5 )
。

而无烟煤矿尘肺患病 煤矿发病快于烟煤和褐煤矿
。

率比烟煤矿
、

褐煤矿都高
,

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
0

.

0 1 )
。

烟煤矿与褐煤 矿相 比也有显著差 异 (尸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

煤矿尘肺发病因素研究
”
之分课

0
.

0 5 )
。

采煤工尘肺患病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升高
。

以 2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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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纯采煤工尘肺平均发病工龄 (年 )

矿别 例数 最短 最长 均数 标准差

M 4 8 9 3 8 2 1
.

2 7 6
.

8 5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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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煤工 PM F 尘肺患病率

从表 4可看出
,

两个褐煤矿均未发现 P M F
,

无烟

煤矿和褐煤矿均有 PM F 发生
。

且以无烟煤矿最严重
。

而烟煤矿仅在掘进工种中发现 PM F
,

采煤工种未发

生
。

无烟煤矿在掘进及采煤工种均有 PM F 发生
,

但掘

进工种 P M F 患病率显著高于采煤工种
,

说明 P M F 绝

大多数发生在掘进工种
,

无烟煤较烟煤
、

褐煤致尘肺作

用强
。

表 4 六矿掘进和采煤工 PM F 尘肺患病率 ( % )

掘 进 工 采 煤 工

矿别 接尘 P M F 患病率 接尘 P M F 患病率

人数 (例 ) 人数 (例 )

M 1 3 8 8 1 9 1
.

4 1 2 7 7 3 0
.

2

X 1 3 5 6 5 6 4
.

1 6 9 4 2 0
.

3

L 1 1 4 0 3 0
.

3 1 3 9 5 0 0
.

0

C 1 5 4 7 5 6 3
.

6 6 5 5 0 0
.

0

J 6 3 3 0 0
.

0 1 3 9 5 0 0
·

0

X i 4 0 0 0
.

0 5 1 0 0 0
.

0

2
.

3 采煤工尘肺人年发病率

从表 5 可看出
,

采煤工尘肺人年发病率以无烟煤

表 5 六个煤矿 1 9 6 5~ 1 9 8 5 年采煤工尘肺人年发病率 (%
。 )

6 5 ~ 70 ~ 7 5~ 8 0~ 8 5~
矿别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2 4 30 10

1 4 5 2 2 0

7 7 5 4 0

2 6 1 0 0

4 6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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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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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77

0
.

00

0
.

0 0

2 4 3 8

l l

1 4

3

4
.

1 8

5
.

7 4

5 0 9 3 2 6 5
.

1 0 4 3 4 9 6 0 1 3
.

8 0 3 2 1 1 6 4 9
.

8 4

2 3 5 3 1 9 8
.

0 7 2 2 4 5 1
.

7 8 1 5 6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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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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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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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7 0 0
.

0 0 3 3 0 4 2 0
.

6 0 2 4 3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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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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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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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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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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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1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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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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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 - 一 _

注
:
A

:

观察人 年数 B
:

发病例数 C
:

人年发病率

矿为最高
。

发病趋势从总体看是逐年增加
,

除 L 矿有 肺发病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与煤质结构
、

含碳量
、

挥发

下降
,

X 矿稍有下降外
,

其他煤矿均有加重趋势
,

尤其 分
、

含水量等也有密切关系
。

国 内有人对两个烟煤和三

以 M 矿增加明显
。
L

、
X 矿下降的原因与两者为

“
萎缩

”
个无烟煤矿的煤尘进行扫描电镜观察

,

发现无烟煤为

矿有关
。

多形性的板块状
、

条状和纤维状结构
,

呈序性排列
。

烟

2
.

4 寿命表法累积发病概率分析 煤为大小不等的球状颗粒
,

排列不整齐
,

没有规律
。

球

五个煤矿 ( iX 矿尘肺例数少
,

未计 )采煤工尘肺累 状结构的烟煤尘被吸入后能较快集中
,

易排出
。

而纤维

积发病概率均随工龄的增长而升高
.

无烟煤矿明显高 状结构的无烟煤尘接触面积大
,

吸附力强
,

吸入后不易

于烟煤及褐煤矿
。

排出
。

动物实验证实
,

大白鼠肺组织对无烟煤清除的总

3 讨论 量 比烟煤要慢 1
.

6倍
。

随着变质程度的增高
,

煤含碳量

通过对三种不同煤种六个煤矿的尘肺流行病学调 增加
,

挥发分
、

水含量减少
,

也是无烟煤尘肺患病率高

查看出
,

无烟煤矿尘肺患病率及发病率最高
。

从人年发 于烟煤
、

褐煤的因素之一
。

我国聚煤期较多
,

煤种齐全
,

病率看
,

各年龄段均以无烟煤矿发病率高
,

且只发现无 煤质各式各样
,

采煤工人众多
,

为恰当控制煤尘对工人

烟煤矿采煤工发生 P M F
。

这与国内外文献报道高变质 的危害
,

在制订煤尘卫生标准时
,

应把煤种这一因素考

煤尘比低变质煤尘所致尘肺作用强相一致
。

但其原因 虑进去
。

是多方面的
。

煤尘浓度
、

游离 51 0 2

含量及分散度对尘 (收稿
:
1 994 一 04 一12 修回

:
1 99 5一 09 一 3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