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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矿区接尘工人 30年死亡情况调查
Survey on death cases among coal miners during past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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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整群抽样确定的16 711名井下工人和7 598名地
面对照工人的 30 年死亡情况进行回顾队列研究。 结果显示 ,

创伤 、 肺心病 、 恶性肿瘤是井下工人的主要死因;但近年创

伤死亡减少 , 而慢性疾病 、 肺癌死亡增加;井下工人 SMR

352.16/105 显著高于地面工人 SMR 290.21/ 105 (P<0.01);煤

矿创伤可使井下工人减寿 4.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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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大量工人从事煤炭生产 , 因其特殊的井下作业环

境 , 其主要死亡疾病 (原因)与一般人群趋向不同[ 1 ～ 3] , 为

了解某矿区井下接尘工人 30 年间主要死亡原因 , 对该矿区

16 711名井下工人及7 598名井上工人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 现报

道如下。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观察组与对照组

选择某矿区 1964 年 1 月 1 日～ 198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

册的 、 工龄 1 年以上的工人 , 抽取16 965名井下工人为观察

组 , 7 706名井上工人为对照组 , 观察至 1993 年 12月 31日。

1.2　调查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 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 主要以问卷

和查阅档案获得材料 , 制定专门调查表 , 培训调查人员 , 进

行预调查;对在册工人核实入矿时间 、 工种变动 、 生活习惯

等;对调离 、 退休者随访;对死亡者查阅档案 、 医院病案或

访问其家属 , 核实死亡时间 、 原因 、 诊断机构等;抽检调查

表 , 不符合调查要求者重新调查或剔除。同时查阅各矿职业

有害因素监测资料。 疾病分类参照国际疾病分类法 (ICD—

9), 恶性肿瘤均为Ⅰ级或Ⅱ级诊断。

1.3　资料分析

调查资料用 Foxpro2.0 软件建立数据库 , 用 Epi6.0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主要分析两组人群的标化死亡率 、 平均寿命 、

主要死因顺位 、 标化肿瘤死亡率等指标[ 4] 。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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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般情况

该矿区 1963 年前为干式作业 , 1963 年后改为湿式作业。

游离 SiO2 含量:岩巷 27.25% ～ 61.17%, 煤巷 0.64% ～

6.66%。井下粉尘浓度:1963年前岩尘平均 580 mg/m3 (376 ～

1 640 mg/ m3)、 煤尘平均190 mg/ m3 (80～ 360 mg/m3), 1963 年

后岩尘为 14.76 ～ 19.45 mg/m3、 煤尘为 25.62 ～ 91.83 mg/ m3;

分散度在 5μm 以下的粉尘粒子占 84%～ 92%。 井下氡浓度为

3.0 ～ 592.9 Bq/m3 , 几何平均浓度 55.0 Bq/m3 , 是地面环境的

10 倍 , 井下工人内照射年有效剂量总值是地面人群的 2 倍。

30 年间 , 共调查24 309人 , 484 483人年 , 漏查率为 1.5%。 其

中观察组16 711人 , 333 007人年 ,入队时平均年龄 25.2 岁;对照

组7 598人 , 151 476人年 ,入队时平均年龄26.2岁。 2.2　死亡

原因分析

30 年间主要死因构成 , 观察组中 , 前 3 位死因为煤矿创

伤 、 肺心病 、 肺癌;对照组中 , 前 3 位死因为肺心病 、 脑血

管病 、 原发性高血压。观察组不同年代主要死因分析:60 年

代前 3 位死因为煤矿创伤 、 尘肺 、 肺心病;70 年代为煤矿创

伤 、 肺心病 、 肺癌;80 年代为肺心病 、 脑血管病 、 肺癌。

2.3　两组人群死亡率与寿命分析

井下及地面工人死亡率分别为 352.55/ 105 (以人年计算 、

以年龄标化 , 下同)、 283.87/105 , 经年龄标化后 , 井下工人

死亡率显著高于地面工人 (标化死亡率分别为 353.16/ 105、

290.21/10
5
, RR=1.24 (95%CL 1.11 ～ 1.39)、 χ

2
=14.94、 P

<0.001)。平均死亡年龄:井下工人 52.1 岁 , 地面工人 56.3

岁。用截缩简略寿命表法分别评价两组人群平均寿命 , 发现井

下工人平均预期寿命较地面工人低 4.6 岁(表 1)。用去煤矿创

伤死因寿命表分析 ,发现煤矿创伤导致井下工人减寿 4.3年。

2.4　井下工人不同年代死亡率分析

井下工人不同年代死亡率未见规律性变化 , 而创伤死亡

率 60 年代为 47.75/ 105、 70 年代为 59.46/105、 80 年代为

36.94/105 , 且差异具有显著性 (χ2=4.33 , P <0.05), 可见

创伤死亡率随年代后移呈下降趋势。

2.5　两组人群恶性肿瘤死亡率分析

两组人群全肿瘤死亡率 (井下 65.46/105 、 地面 54.45/

105)经年龄标化后 , 井下工人仍高于地面工人 , 但未见显著

性差异 (χ2=0.86 , P >0.05);而肺癌标化死亡率 , 井下工

人显著高于地面工人 (χ2=30.62 , P <0.01)。井下工人肺癌

死亡率随着年代的后移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 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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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人群截缩简略寿命表

年龄

(岁)

　　　　　　　　　　　　观　察　组　　　　　　　　　 　　　　　　　　　　　对　照　组　　　　　　　　　　　

死亡概率 生存人数 死亡人数 预期寿命 死亡概率 生存人数 死亡人数 预期寿命

15～ 0.039 735 16 711 644 29.06 0.013 514 7 598 103 33.66

25～ 0.091 744 16 067 1 474 20.03 0.068 193 7 486 510 24.05

30～ 0.112 308 14 593 1 639 16.80 0.050 297 6 976 351 20.63

35～ 0.074 094 12 954 2 005 13.61 0.091 184 6 625 604 16.59

40～ 0.107 519 10 949 3 422 10.64 0.221 859 6 021 1 376 13.00

45～ 0.107 608 7 527 3 189 9.35 0.610 585 4 645 2 836 11.11

50～ 1.000 000 4 338 4 338 9.38 1.000 000 1 809 1 809 10.69

表 2　两组人群肺癌死亡率比较 (1/ 10万)

年龄

(岁)

标准

人年

　　　　　　　　　　　　　　　　　　井　下　工　人　　　　　　　　　　　　　　　　　　 　地　面　工　人　　

原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

　　　　1964～ 　　　　　　　　1974～ 　　　　 　　　1984～ 　　　

原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 原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 原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

原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

15～ 78 892 6.34 1.50 5.16 1.20 2.32 0.60 3.32 0.90 2.42 0.60

40～ 165 973 47.00 23.42 3.02 1.50 51.81 25.83 75.46 37.54 14.38 7.21

60～ 88 142 31.77 8.41 103.52 27.33 94.38 24.92 70.60 18.62 18.32 4.80

合计 333 007 33.33 30.03 51.35 57.06 12.61

　　注:井下工人与地面工人肺癌标化死亡率分别为:33.33/ 10万 , 12.61/ 10万;RR=2.66 (95%CL 1.86～ 3.79), χ2=30.62 , P<0.01。井下工

人不同年代肺癌标化死亡率分别为:30.03/ 10万 , 51.35/ 10万 , 57.06/10万;χ2=29.37 , P<0.01。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 , 该矿区井下接尘工人死亡率比地面工人

高 , 平均寿命较地面工人短 , 创伤成为井下工人的主要死亡

原因之一。这可能与井下工作环境复杂危险 , 容易发生意外

事故 , 致使青壮年工人死亡较多有关。井下工人不同年代创

伤死亡率的对比分析还提示 , 80 年代以来 , 井下工人创伤死

亡率比 60、 70年代明显下降 , 这是近年煤矿安全生产操作规

程的加强以及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的结果。

煤矿井下工人主要死亡疾病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 ,

尤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如尘肺 、 肺心病等)。这可能是因为

井下工人常年吸入粉尘 , 生活缺乏规律 , 而且吸烟与饮酒者

比例较一般人群多 , 致使呼吸 、 消化 、 心脑血管等系统疾病

高发。

肿瘤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 5 , 6] 。本文肿瘤死亡率分

析显示 , 井下接尘工人的全肿瘤死亡率高于地面工人 , 尤其

是肺癌 , 除可能与粉尘危害有关外 , 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也

有待探讨[ 7] 。

总之 , 创伤 、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导致井下接尘工人死

亡率较高 、 预期寿命缩短的重要原因 , 应积极加强这些死因

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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