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铜 、 锌含量增高 , 此说法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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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例尘肺肺心病的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

山东省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255067)　杨俊芝 , 甘传伟

　　肺心病是尘肺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为探讨肺心病在接

尘工人中的发病规律 , 笔者对某市资料完整的 170 例死于尘

肺并发肺心病病例 , 进行了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 , 结果报告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以 1987 年某市尘肺流调卡为依据 , 从尘肺死亡病人中

选取直接死因为肺心病且资料完整的 170 例作为调查对象。

1.2　按照调查卡片 , 将 170 例肺心病病例分项统计 , 结合查

阅有关心电图检查等病案资料 , 然后进行综合分析。

1.3　依据 1977 年全国肺心病会议修订标准诊断。

2　结果

2.1　各类尘肺并发肺心病分布

表 1　各类尘肺并发肺心病统计

分类 矽肺
煤工

尘肺

陶工

尘肺

铸工

尘肺

其他

尘肺
合计

尘肺例数 506 567 34 12 5 1 124

肺心例数 103 53 11 2 1 170

并发率 (%) 20.36 9.35 32.35 16.67 20.0 15.12

2.2　不同期别尘肺并发肺心病数统计

表 2　各期尘肺并发肺心病统计

分类
矽肺

Ⅰ Ⅱ Ⅲ

煤工尘肺

Ⅰ Ⅱ Ⅲ

陶工尘肺

Ⅰ Ⅱ Ⅲ

铸工尘肺

Ⅰ Ⅱ Ⅲ

其他尘肺

Ⅰ Ⅱ Ⅲ

合计

Ⅰ Ⅱ Ⅲ

尘肺病例数 370 107 29 504 48 15 29 4 1 11 1 0 5 0 0 919 160 45

肺心病例数 38 40 25 32 15 6 7 3 1 1 1 0 1 0 0 79 59 32

构成比 (%) 10.27 37.38 86.21 6.35 31.25 40.0 24.14 75.0 100 9.09 100 0 20.0 0 0 8.60 36.88 71.11

2.3　不同工种发生的尘肺并发肺心病分布情况

表 3　不同工种尘肺并发肺心病统计

工种

主

(纯)

掘

主

(纯)

采

煤

混

工

粉

碎

工

成

型

工

烧

成

工

凿

岩

工

其

他

工

合

计

肺心病例数 56 33 32 19 13 3 7 7 170

构成比 (%) 32.94 19.41 18.82 11.18 7.65 1.76 4.12 4.12 100.0

2.4　不同接尘工龄尘肺并发肺心病情况

工龄<11 年 13 例 (7.65%), 11 年以上 34 例 (20.0%),

16 年以上 32 例 (18.82%), 21 年以上 32例 (18.82%), 26 年

以上 25 例 (14.71%), 31 年以上 34 例 (20.0%)。统计中发

现耐火材料行业中尘肺并发肺心病者尘龄短 、 发病早 、 死亡

年龄轻。

2.5　尘肺并肺心病死亡年龄区分

死亡年龄 <41 岁 3 例 (1.76%), 41 岁 以上 15 例

(8.83%), 51 岁以上 56 例 (32.94%), 61 岁以上 66 例

(38.82%), 71岁以上 30 例 (17.65%)。统计看出肺心病死亡

年龄在 33～ 85岁 , 平均 57.3岁。略低于全死因平均生存 58.9

岁的水平。提示防治肺心病是延长尘肺病人生存的重要措施。

3　讨论

3.1　尘肺病病程长 ,在整个病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致病因素的

影响 ,而同时并发其他疾病 ,这些并发症对尘肺病人预后威胁很

大。肺心病是尘肺常见并发症之一 ,亦是其直接死因的主要疾

病。一般来说, 由呼吸功能代偿失调的肺气肿到确诊为肺心病,

大致历时 8～ 10 年。而尘肺并发肺心病 ,则由于矽尘对肺组织的

破坏加重了炎症和肺气肿的进展 , 呼吸功能失偿出现早 , 故尘肺

肺心病发病早于一般肺心病。从本组病例发病过程看多在 4 ～ 6

年。鉴于绝大多数慢性肺心病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发展的

结果 , 而尘肺病人又易并发慢支和肺气肿 ,因此, 预防尘肺 、减少

尘肺并发症是防治尘肺肺心病的根本措施。

3.2　本组病例多发生在煤矿工人 , 占 62.94%。 由于矿井气

温高 、 温差大 、 湿度大 , 加之光照不足等不良气象条件的影

响 , 矿工极易患感冒及上呼吸道感染。 尘肺肺心病患者由于

急性或反复出现的呼吸系统感染 , 通气功能障碍严重 , 极易

诱发和导致心衰和呼衰 , 这是引起肺心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该组病例中即有 68.33%病人于冬春季节并发急性感染而死于

呼衰或呼心双衰。 因此 , 预防感染 , 尤以冬春季节 , 防止呼

衰是延长尘肺肺心病病人生存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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