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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对陶工尘肺患者生存时间影响的分析

段志文
’
楼介治

2

蔡响生
,

李德玉
4

肺结核可与尘肺互为作用
,

加速病变进展
,

造成尘 立 F O X BA S E 数据库
,

寿命表分析采用楼介治报道

肺患者劳动能力丧失及寿命缩短
。

近年来
,

有关肺结核 〔楼介治
.

中国卫生统计 1 9 8 4 ; 1
:

12 〕 的方法
,

预期

与矽肺
、

肺结核与煤工尘肺的研究报道较多
,

而关于肺 生存年限采用郭鼎报道 〔郭鼎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

结核与陶工尘肺关系的研究较少
。

本文应用寿命表方 志 1 9 8 4 ; 2 ( 2)
:

7 3〕 的方法
,

进行统计分析
。

法
,

分析其对陶工尘肺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
,

结果报道 2 调查结果

如下
。

2
.

1 尘肺结核合并率
、

单纯尘肺与尘肺结核患者累积

, 调查方法 病死率的比较

调查某大型陶瓷厂的接尘工人
,

凡经市级职业病 至 1 9 9 1 年末
,

该厂共定诊尘肺 272 例
,

其中合并

诊断小组定诊为尘肺者均为调查对象
。

肺结核 64 例
,

肺结核合并率为 2 3
.

5 3%
,

经寿命表分

全部调查对象均记录定诊时间
,

合并肺结核者记 析
,

累计观察至 20 周年时
,

累积肺结核合并率高达

录合并时间
,

死亡者记录死亡时间及死亡原因
,

脱离观 32
.

47 % (见表 1 )
。

察者记录脱离观察时间
。

全部资料经核实输入微机
,

建

表 1 尘肺结核合并率与单纯尘肺及尘肺结核累积病死率的比较

尘肺结核

累积合并率

单纯尘肺 尘肺结核

死亡人数 累积病死率 死亡人数 累积病死率

0
.

0 70 4

0
.

1 19 2

0
.

1 67 6

0
.

2 12 4

0
.

2 2 8 4

0
.

2 3 6 1

0
.

2 6 7 7

0
.

2 9 0 9

0
.

2 9 0 9

0
.

3 2 4 7

0
.

3 2 4 7

0
.

3 2 4 7

0
.

3 2 4 7

0
.

3 2 4 7

0
.

0 1 9 2

0
.

0 4 3 3

0
.

0 4 84

0
.

0 7 1 2

0
.

0 9 1 1

0
.

10 08

0
.

10 0 8

0
.

1 1 5 7

0
.

1 1 5 7

0
.

1 1 5 7

0
.

18 9 4

0
.

18 94

0
.

18 94

0
.

2 6 6 6

0
.

0 1 5 6

0
.

0 3 12

0
.

0 4 6 9

0
.

0 94 5

0
.

1 1 16

0
.

1 5 5 0

0
.

2 0 9 5

0
.

2 3 9 9

0
.

3 34 9

0
.

3 34 9

0
.

3 34 9

0
.

3 34 9

0
.

3 34 9

0
.

6 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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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亦可清楚看出
,

208 例单纯尘肺患者死亡

21 例
,

64 例尘肺结核患者死亡 15 例
,

经寿命表分析
,

二者的累积病死率分别为 26
.

“ %
、

60
·

09 %
,

经 L o g
-

r a n k 检验
,

X
Z
= 5

.

8 7
,

P < 0
.

0 5
。

2
.

2 尘肺患者死亡原因分析

因肺结核
、

肺心病
、

肺内感染等多种病因造成 36

例患者死亡
,

其 中肺结核死因 9 例
,

死因构成 比达

25
.

0 0 %
,

居诸死因之首
。

2
.

3 肺结核对尘肺患者预期生存年限的影 响

对全死因及去结核死因的累积病死率进行比较分

析见表 2
,

分别观察了 30 周年
,

两者的累积病死率分

别 为 35
.

2 9%
、

3 0
.

8 8%
,

去结核死因 比前者减少了

4
.

41 %
。

据此对二者的预期生存年限进行了预测
,

去除

肺结核死因后
,

尘肺患者的预期生存年限提高了 2
.

82

年
。

3 讨论

尘肺一旦合并肺结核
,

其进展速度加快
,

病死率增

1
.

沈阳医学院劳动卫生教研室 ( 1 1 0 0 3 1)

2
.

中国医科大学尘肺研 究室

3
.

锦州市劳动卫生监督检验所

4
.

锦州陶瓷厂职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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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死因及去结核死因的累积病死率与预期生存年限的比较

定诊后 全 死 因

观察周年

( X )

实际死亡

人数 ( D xl )

校正 累积病

死率 ( P
, x , )

预期生存

年限 ( e x ` )

实际死亡

人数 ( D x Z )

去结核死 因

校正累积病

死率 ( P
, x Z )

预期生存

年限 ( e工 Z )

14

l 0

2

0
.

0 2 60

0
.

0 3 40

0
.

04 5 0

0
.

0 5 7 0

0
.

0 7 2 0

0
.

0 9 0 0

0
.

1 1 2 0

0
.

1 3 6 0

0
.

1 6 3 0

0
.

1 9 5 0

0
.

2 2 9 0

0
.

2 6 7 0

0
.

3 0 7 0

0
.

3 5 2 0

0
.

3 9 7 0

0
.

4 4 4 0

1 5
.

9 7

1 4
.

3 7

1 3
.

8 9

1 2
.

4 9

1 1
.

1 9

9
.

9 8

8
.

8 7

7
.

8 6

6
.

9 5

6
.

1 1

5
.

3 4

4
.

6 2

3
.

9 4

3
.

2 5

2
.

4 9

1
.

50

0
.

0 2 2 0

0
.

0 2 8 0

0
.

0 3 6 0

0
.

0 4 6 0

0
.

0 5 7 0

0
.

0 7 1 0

0
.

0 8 7 0

0
.

1 0 6 0

0
.

1 2 7 0

0
.

1 5 2 0

0
.

17 9 0

0
.

20 90

0
.

24 50

0
.

2 7 7 0

0
.

3 1 5 0

0
.

3 5 5 0

18
.

7 9

1 7
.

1 9

15
.

65

14
.

19

12
.

8 2

1 1
.

54

10
.

35

9
.

2 5

8
.

2 2

7
.

2 7

6
.

3 9

5
.

5 7

4
.

7 7

4
.

0 0

3
.

15

2
.

15

27226726023621216998957636171414卜卜卜卜卜小小卜卜小枷小补淤小~30

高
,

已为人们所公认
。

从本文调查结果看
,

陶工尘肺肺

结核合并率达 23
.

53 %
,

而且尘肺合并肺结核者的累

积病死率明显高于单纯尘肺者 (尸 < 0
.

0 5 ) ;
在陶工尘

肺的诸死因中
,

因肺结核死亡占各死因之首
。

说明肺结

核严重地影响着陶工尘肺患者的预后
。

寿命表方法是评价慢性病防治效果较为理想的一

种方法
,

它能较客观
、

动态地反映出尘肺患者定诊后不

同阶段的病死及转归情况
。

本文应用此方法
,

对陶工尘

肺全死因及去结核死因的累积病死率和预期生存年限

进行了分析
,

结果显示
:

去掉肺结核死因后
,

其累积病

死率从 35
.

29 % 降至 30
.

88 %
,

预期生存年限提高 1
.

5

一 3 年
。

因此
,

对尘肺患者
,

特别是陶工尘肺患者
,

应

积极开展防疥工作
,

加强健康管理
,

防止合并结核
,

以

达到延缓病情
、

延长寿命的预防工作之 目的
.

我们认

为
,

肺结核是导致陶工尘肺患者病情进展
、

寿命缩短的

主要原因之一
,

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收稿
:

1 9 9 5一 0 3一 2 8 修回
:

1 99 5一 0 9一0 5 )

许贵华

铸工胸膜斑的 X 线改变分析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 0 0 2 4)

l习 波 刘景德 贾启安 赵金铎 王希元

沈阳第一机床厂 丁恩德 杜 伟 董 芸

陈 莉

铸造业应用石棉 (温石棉 ) 所产生的危害报道甚

少
。

本文仅就铸工胸部 X 线的胸膜斑特点进行调查
。

1 对象及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两个机械加工 厂的铸造车间接尘 10 年以上

工人 5 6 3 名
;
其中

“
o ,,

尘肺 7 5 例 ; 0+
铸工尘肺 2 5 0例 ;

I 期铸工尘肺 19 3 例 ; I 期铸工尘肺 33 例 ; 1 期铸工

尘肺 12 例
.

1
.

2 方法

依据 1 9 8 6 年尘肺诊断标准对所选胸片进行集体

阅读
;

并记录胸部 X 线所见
,

特别对胸膜改变者更要

详细观看及记录
。

2 结果

2
.

1 铸工胸膜斑出现情况

由表可见 97
.

6% ( 4 0 / 4 1 ) 的胸膜斑患者接尘工龄

在 21 年以上
,

随着工龄的增加其胸膜斑出现的数量增

多
。

本次阅片结果最早出现的胸膜斑患者工龄为 14

年
。

胸膜斑出现的病人仅在 +0
、

I 期中
。

2
.

2 胸膜斑的 X 线表现

41 例胸膜斑中
,

有钙化型 5 例
,

非钙化型 36 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