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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煤矿 279 例 、 铁矿 138 例 PMF患者为研究对象 ,

据系列胸片的 X线表现 , 将 PMF分为 6 型 , 结果表明不同型

别PMF的病因和易患因素是有差别的 , 有利于 PMF 病因的合

理解释。不同型别 PMF进展率不同 , 有利于对患者施行分级

管理 , 保护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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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尘肺进行性大块纤维化 (Progressiv Massive Fibro-

sis , PMF)发生的病因假设和易患因素远不能充分解释其形成

机制 , 为此将 PMF 放射学分型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本文包括资料完整的煤矿 PMF 患者 279 例 , 患者工龄

15.5 (3.0 ～ 39.0)年 , 接尘至定诊 PMF 27.3 (9.5 ～ 59.9)年 ,

开始摄片至定诊 PMF11.7 (0.9 ～ 36.1)年 , 患 PMF年龄 53.5

(32.2～ 83.6)岁;铁矿 PMF 患者 138 例 , 患者工龄 13.7 (1.0

～ 36.6)年 , 接尘至定诊 PMF27.8 (5.2～ 46.8)年 , 开始摄片

至定诊 PMF16.9 (0.9 ～ 33.8)年 , 患 PMF 年龄 53.7 (24.9 ～

81.4)岁 。根据系列胸片的X线表现确定PMF原发病灶的来

源及型别 , 依面积大小记录最早能确诊 PMF 时 PMF 的级别及

动态观察 10 年后的 PMF 级别 , 运用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

不同型别 PMF的病因或易患因素的差别。

2　结果

2.1　煤矿与铁矿工人 PMF 型别分布

由表 1 可见两矿 PMF 型别分布相似 , 均以 5 型少见 , 其

次为 4、 6 型 , 3 型最常见。

表 1　煤矿与铁矿工人 PMF 型别的分布

PMF 型别

煤矿

例数
构成比

(%)

铁矿

例数
构成比

(%)

1由斑片条发展而来 70 25.09 26 18.84

2由小阴影聚集发展而来 51 18.28 45 32.61

3由 p类小阴影发展而来 118 42.29 44 31.88

4由 q类小阴影发展而来 19 6.81 19 13.77

5由 r类小阴影发展而来 3 1.08 2 1.45

6由不规则小阴影发展而来 18 6.45 2 1.45

　　　合计 279 100 138 100

2.2　不同型别 PMF 进展情况

表 2　PMF型别及其进展

PMF

型

别

煤　 　矿 铁　 　矿

初诊等级

A B 　C

终诊等级

A B 　C

进展人数

(n)

进展率

(%)

初诊等级

A B 　C

终诊等级

A B 　C

进展人数

(n)

进展率

(%)

4 5 12 2 3 8 8 6 31.58 16 2 1 10 5 4 6 31.58

2 29 16 6 18 23 10 11 21.57 33 8 4 25 7 13 9 20.00

1 23 43 4 13 40 17 13 18.57 21 3 2 18 3 5 3 11.54

3 64 49 5 53 44 21 16 13.56 26 13 5 20 16 8 6 13.64

6 11 6 1 9 6 3 2 11.11 — — — —

合计 132 126 18 96 121 59 59 17.39 96 26 12 73 31 30 24 17.91

　　注:A:1cm<PMF≤5cm , B:5cm<PMF≤上肺区 , C:PMF>上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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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见两矿均以 4 型进展率最高 , 其次为 2 , 1 , 3

型 , 6 型进展率最低。但经 u 检验型别间进展差别不显著。

2.3　不同型别 PMF易患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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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型 PMF易患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某型 PMF与其他型别的比较)

PMF
型别

选入因素

xK

回归系数估计值

βK

估计标准误

SE (βK)
标化偏回归系数

STD (βK)
相对危险度

EXP (βK)
95%可信区间

EXP [ βK±1.96σ(βK)]
P 值

引入
顺序

煤 2 x6 (SP潜隐期)

x61 (x6<10) 0.5880 0.2314 2.5411 1.8004 1.1439～ 2.8336 0.0110

x62 (10≤x6<20) 0.4895 0.2107 2.3232 1.6315 1.0795～ 2.4657 0.0202

　3 x7 (工种)

x71 (掘进) 0.8335 0.3153 2.6435 2.3014 1.2405～ 4.2695 0.0082

x72 (混合) 0.5807 0.2327 2.4955 1.7873 1.1327～ 2.8202 0.0126 (1)

x5 (现职尘肺) 0.2909 0.1210 2.4041 1.3376 1.0552～ 1.6956 0.0162 (2)

　4 x6 (SP潜隐期<15) 0.5989 0.2536 2.3616 1.8201 1.1072～ 2.9920 0.0182

矿 6 x7 (掘进) -0.6155 0.2796 -2.2014 0.5404 0.3124～ 0.9347 0.0597

铁 1 x4 (入矿年龄)

x41 (20≤x4<30) 0.8469 0.4165 2.0334 2.3324 1.0310～ 5.2764 0.0420

x42 (x4≥30) 0.5995 0.3885 1.5431 1.8212 0.8505～ 3.8999 0.1228

　2 x27 (合并肺TB) 0.6596 0.1899 3.4734 1.9340 1.3330～ 2.806 0.0001 (1)

x6 (SP潜隐期)

x61 (x6<10) 0.7130 0.3100 2.3000 2.0401 1.1112～ 3.7457 0.0214 (2)

x62 (10≤x6<20) 0.0222 0.2244 0.0989 1.0224 0.6586～ 1.5873 0.9212

矿 3 x27 (合并肺TB) 0.5640 0.2015 2.7990 1.7577 1.1842～ 2.6089 0.0215

　　对各因素调整后两矿 2 型及煤矿 4 型 PMF 均与单纯尘肺

(simple pneumoconiosis , SP)潜隐期短呈正相关 , SP 潜隐期越

短 , 患 2 , 4 型 PMF的危险性越大;3 型与掘进和混合工种有

关 , 患该型 PMF的危险性是采煤工的 1.78～ 2.30 倍 , 现职尘

肺及肺TB 为其促发因素;6 型与掘进作业呈负相关 , 掘进工

患6 型 PMF 的危险性是采煤工的 0.54 倍;铁矿 1 型与就业年

龄有关 , 20 ～ 30 岁入矿者患此型 PMF 的危险性是<20 岁入矿

者的 2.33 倍 , 而≥30 岁入矿者则与<20 岁者无差别 (P =

0.122 8), 今后需积累病例验证。

3　讨论

以往的研究都将 PMF 视为单一的病程 , 但其放射学表现

与发生来源有很大差别[ 1] , 病理研究也证实不同病理类型的

PMF与粉尘暴露量及其成分有关[ 2] , PMF 的放射学表现与病

理符合度极佳[ 3] 。爱丁堡职业医学研究所的研究表明 PMF 放

射学分型可用于流行病学研究[ 4 ,5] 。本文参照此项研究结合我

国的具体情况将 PMF分成 6 种可鉴别类型 , 获得了不同型别

PMF病因或易患因素的重要线索。

本文表明不同型别 PMF 的病因或易患因素是有差别的 ,

有助于PMF病因的合理解释。 2 , 4 型PMF主要见于 SP潜隐期

短的矿工。调查发现 SP 潜隐期短者绝大多数 (煤矿占

77.77%、 铁矿占 96.55%)都是 1954 年以前入矿的。 解放前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 矿工长期接触高浓度粉尘导

致大批严重尘肺病人的出现;建国初期因对粉尘危害认识不

足忽略了防尘 , 尤其是矿山引进凿岩机后打干钻 , 虽短短几

年却使尘肺发病严重。可见这部分人因粉尘暴露量大而较其

他人SP 潜隐期短患PMF危险性大 , 从侧面反映出2 , 4 型PMF

与粉尘暴露量大有关 , 其他各型则与此关系不大;不同型别

PMF还与所暴露粉尘的性质有关 , 3 型主见于掘进及混合工

中 , 提示 P※PMF与岩尘暴露有关 , 而 6型 PMF则与岩尘暴露

量低 、 煤尘暴露量高的采煤作业有关 , 与文献报道一致[ 6] 。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单用石英理论
[ 7]
不能解释所有的 PMF 现象

了。

PMF分型是实用的 , 有助于 PMF 的预后分析。不同型别

PMF进展率不同 , 4 型进展率最高 , 6 型进展率最低 , 这样可

针对不同 X线表现进行分级管理 , 将圆形小阴影 , 特别是较

大的 q 影作为罹患 PMF 的高危人群重点保护 , 积极治疗并发

症 , 降低进展率及病死率 , 保护矿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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