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内勤为依据 ,比较他们暴露于交通噪声的暴露率 , 结果病例

组接触交通噪声(外勤)的暴露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相当于对照

组的 6.58 倍 ,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意义(见表 5 , P<0.005)。提

示交警听力损伤的形成同暴露于交通噪声有关。

表 5　交通噪声暴露率的病例对照分析

组别 暴露 未暴露 计

病例组 82 15 97

对照组 44 53 97

计 126 68 194

　　注:χ2=32.69 , P<0.005 , OR=6.58, OR 95%CI=3.32～ 12.94。

为进一步探讨职业因素对交警听力的危害程度 , 取 1986

年后开始参加交警工作 , 跟踪观察至 1995 年底 , 并单纯从事

外勤警工种者 73 例为观察组;以同单位 、 同期内从事科研 、

医务 、 行管等内勤工作 , 且年龄相差 5 岁以内 、 无噪声接触

史者 50 例作为外对照组 , 进行回顾性队列调查。调查结果:

听力损伤的检出率或听力损伤的相对危险度 , 交警组均相当

于对照组的 4.48 倍 (见表 6 , P <0.01)。

表 6　交警听力损伤回顾性队列调查分析

组别 受检数 病例数 人年数 检出率(%) RR AR (%)

交警组 73 46 630.3 7.30

对照组 50 8 491.6 1.63 4.48 5.67

计 123 54 1 121.9 4.81

　　注:χ2 =4.30 , P<0.01 。

3　讨论

交通噪声是影响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交警则是首

当其冲受其危害的特殊人群。本文所调查的外勤警每个工作

日有 70%的时间暴露于交通噪声超标的环境中 , 单纯从事外

勤警且工龄在 15年以上者 , 他们各频段的平均听阈比对照组

提高 5.9dB (A);听力损伤的检出率为 39.89%, 是对照人群

的 4.48 倍;13例噪声性耳聋者 , 外勤警占 76.92%, 所有交

警听力方面的这些阳性体征 , 都同接触交通噪声有密切关系。

提示交通噪声是对交警听力构成职业危害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交通噪声对交警听力构成病因危害时 , 应注意两

个主要混淆因素:年龄和接触其他噪声史。 本文在制定匹配

条件时加以限制 , 如病例组与对照组年龄相差在 2 岁以内

(内对照)和 5 岁以内 (外对照);剔除接触其他噪声者作为

观察对象 , 以提高统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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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尘 25年后隧道民工尘肺病调查

肖方威　林　潮　陈建超　葛毅榕

　　为了调查修建隧道民工脱尘后尘肺患病情况。我们对

1969 年在福建某地参加修建隧道飞机掩体工程的民工进行了

调查 , 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为参加隧道修建民工 , 共 372 人 , 均为男性。对受

检者询问职业史 、 病史 、 内科检查 , 拍后前位高仟伏胸大片 ,

使用日本产 HI-198型肺功能仪测定肺通气功能。尘肺诊断依

据 GB86 尘肺诊断标准 , 由省 、 市尘肺诊断小组联合会诊。

2　结果

2.1　本次受检的 372名隧道民工 , 平均接尘 2.7 年 , 检出尘

肺病 183例 , 检出率 49.2%。患者平均年龄 52.3 岁。不同期

别尘肺患病检出情况:其中Ⅰ 期 141 例 , Ⅱ期 37 例 , Ⅲ期 5

例。183 例尘肺患者主要 X 线表现:Ⅰ 期 141 例中 , 70 例患

者肺部以 q形类圆形阴影为主 , 占 49.6%, p形类圆形阴影 46

例, 占 32.6%, p/ q 型 18 例, 占 12.76%;37 例Ⅱ期尘肺中 ,

26例患者肺部以 q形类圆形阴影为主 , 占 70.3%;5 例Ⅲ期尘

肺患者中 , 有 4例病人肺部出现典型两中上大块阴影, 大于右

　　作者单位:365000　福建三明市职业病防治院

上肺区 , 同时 , 可见肺门牵引移位 , 1 例右中上出现融合块。

2.2　尘肺并发症　详见表 1。

表 1　不同期别尘肺并发症检出情况比较

期别
受检

人数

肺结核

(A)
%

肺气肿

(B)
%

肺心病

(C)
%

Ⅰ 141 4 2.84 4 2.84 0 0

Ⅱ 37 3 8.11 10 27.02 2 5.41

Ⅲ 5 4 80 4 80 4 80

合计 183 11 6.01 18 9.84 6 3.28

　　注:χ2 值 (A)=51.24, (B)=47.85 , (C)=98.11

不同期别尘肺病患者并发肺结核 、 肺气肿 、 肺心病检出

率之间差别有高度显著性 , P<0.005。

2.3　尘肺患者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情况

根据 GB/ T16180—1996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

定标准》 对检出尘肺患者进行鉴定 , 二级 8 例 , 三级 16 例 ,

四级 39 例 , 六级 55 例 , 七级 65例。

3　讨论

对 372 名隧道修建民工尘肺病调查结果表明 , 尘肺检出

率高达 49.2%(其中Ⅰ 期尘肺检出率 37.9%, Ⅱ期尘肺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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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9.94%, Ⅲ期尘肺检出率1.34%)。本次调查隧道作业尘肺

患病率高 ,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隧道内进行干式作业 , 粉尘浓

度高 , 作业场所又缺乏通风设备 , 而支前民工无有效的防尘

措施 , 连续 2年多的粉尘接触 , 造成大量粉尘在肺内沉积 ,

导致肺部纤维化病变。

尘肺患者并发症 , 主要以肺结核 、 肺气肿 、 肺心病为主。

经调查显示 , 不同期别尘肺患者并发症检出率之间差别有极

显著意义 , 随病情加重 , 并发症增多。 因此 , 我们认为防止

并发症的发生是改善隧道民工尘肺患者预后的关键。

尘肺患者致残程度严重。我们对确诊为 Ⅰ期以上的 183

例尘肺患者进行了鉴定 , 重度致残 63 例 , 占 34.43%, 被确

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 而平均年龄只有 53.7 岁。 表明支前

民工患尘肺未能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 , 导致了病情加重。 因

此 , 建议对隧道工脱尘后定期体检 , 建立健康档案 , 加强隧

道民工尘肺防治工作。

(收稿:1998-01-23　修回:1998-05-08)

某市尘肺病 38年晋期情况调查研究

甘传伟　杨俊芝

　　为探讨尘肺病病情发展 、 晋期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

本文对某市 1955 ～ 1992 年确诊的尘肺病人中1 355例的晋期情

况 , 作了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以期为尘肺病的防治工作提供

有益的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某市 38 年间共确诊各类尘肺病人计5 038例。从上述全部

病例中抽取病情发展构成晋期的病例1 355例 (晋升1 462例

次), 总晋期率 26.9%, 作为调研对象。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 由已确诊的 Ⅰ 期尘肺为

起点 , 将所有晋期尘肺分为 3 类 , 即:Ⅰ ※Ⅱ 、 Ⅱ ※Ⅲ 、 Ⅰ

※Ⅲ , 置于各有关因素中统计分析。

2　结果

调查显示 , 晋期尘肺多集中发生在 30 ～ 50 年代初始接尘

作业工人中 , 晋期率依次为 30.88%、 33.71%和 20.9%, 且

集中发生在煤工尘肺和矽肺病人中。接尘工龄 2 ～ 57.5 年 ,

平均 20.07 年 , 以 11～ 25 年尘龄段晋期最多 , 占 65.9%。 发

病年龄 26 ～ 76 岁 , 多发生在 50 岁以下 , 占晋期尘肺的

66.24%, 尤以 40 岁以下年轻病人 , 晋期率高达 52.44%。 60

～ 70 年代确诊的尘肺晋期率高 , 分别为 44.31%和 32.93%。

随确诊年代的后移 , 晋期病例减少 , 晋期年限缩短 , 此现象

死亡病例又显著于现患病人。

从尘肺的晋期变化看 , 以逐级递进为主 , 其中以Ⅰ ※Ⅱ

最多 , 占 79.82%, 越级晋升仅占 7.52%。 各期晋期年限见

表 1。 　　　

表 1　晋期尘肺各期间晋升年限统计

　尘肺期别 Ⅰ ※Ⅱ Ⅱ※Ⅲ Ⅰ ※Ⅲ 合计

晋期例次数 1 167 185 110 1 462

晋期年限范围 0.08～ 21.0 1.0～ 21.16 0.25～ 24.5 0.08～ 24.5

晋期平均年限 7.05 7.40 8.66 7.22

　　尘肺合并肺结核者晋期加快 、 年限缩短 , 见表 2。

表 2　尘肺合并结核与尘肺晋期关系

尘肺期别 晋　期　年　限

Ⅰ Ⅱ Ⅲ 小计 1～ 6～ 11～ 16～ 21～ 小计

尘肺结核数 640 301 221 1 162

晋　期　数 235 83 91 409 150 175 59 22 3 409

晋期率 (%) 36.72 27.57 41.18 35.2

平均晋期年限 2.83 6.37 11.67 17.09 21.16 6.76

　　注:与尘肺结核期别Ⅰ 、 Ⅱ 、 Ⅲ相对应之晋期即Ⅰ※Ⅱ 、 Ⅱ※Ⅲ 、 Ⅰ ※Ⅲ例数。

3　讨论

本组晋期病例集中发生在 50 年代以前接尘作业工人 , 说

明当时生产环境恶劣 、 粉尘浓度高 , 在几无防护条件下受尘

　　作者单位:255067　山东省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害严重 , 致尘肺病人发生多 、 进展快 、 晋期率高 , 其晋期变

化以逐级递进为主 , 越级晋升极少。 然而当尘肺合并结核 ,

两者互相促进 , 尘肺晋期加快 、 越级晋升率提高 , 晋期年限

缩短。其中有 78.73%的尘肺结核晋期年限平均只有 4.72 年 ,

明显短于全晋期尘肺平均 7.22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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