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6 例肿瘤死亡人员中 , 有 3 例肺癌 , 1 例胃癌 , 1 例脑

瘤 , 1例白血病。若以 1988 年中国肺癌 (男性)死亡在全肿

瘤死亡中的比例 (8.51%)为标准 , 得该矿肺癌比例死亡比

(PMR)为 587.54 , 该矿职工肺癌有高发的迹象。

3　讨论

多年来职业医学界一直密切关注着煤矿工人肿瘤的发病

情况。人们普遍认为煤矿工胃癌高发[ 1] , 而肺癌是否高发则

认识不一[ 2～ 6] 。 50年代 Knnaway 等报道英国煤矿工人肺癌发生

率低于英国全人口肺癌发生率。 其后 Reid (1962), Goldman

(1965), Iiddell(1973), Ames (1983), Meijers (1988)对英国

煤矿工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均未发现煤矿工人肺癌高发。 但美

国学者 Enterline (1971)对美国煤矿工人进行调查 , 其肺癌死

亡率是全美肺癌死亡率的 2倍[ 2] 。 Dechoux (1985)对法国洛林

煤田的调查[5]和王锦文 (1988)对我国四川省威远煤矿的调

查[ 6] , 发现煤矿工人肺癌死亡率显著高于对照人群。我们对

龙口洼里褐煤矿职工肿瘤死亡调查发现 , 其肺癌标化比例死

亡比 (SPM R)显著高于 1988 年全国男性肺癌比例死亡比。

对该矿作业环境中γ射线和氡气浓度测定结果表明 , 其γ

射线照射量仅略高于山东省室内外γ射线照射量平均值。氡

气浓度低于山东省室内氡气浓度平均值[7] 。说明这两种放射

性物质对矿工健康损伤不重。煤中微量元素分析表明 , 铬 、

镍含量相对较高 , 应引起重视。用该矿褐煤尘做动物体外细

胞致突变实验得阴性结果 , 不支持褐煤尘有致突变作用。

由于该矿开采历史较短 , 职工人数较少 , 本次调查仅为

一个横断面调查 , 肺癌比例死亡比增高给我们提出了警示 ,

但褐煤职工肺癌是否高发 , 还有待今后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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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女工尘肺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n pneumoconiosis cases of female workers in Dando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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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本市累计发生的 159例女工尘肺流行病学分析的

结果表明 , 患病率低于男工组 , 尘肺结核患病率与男工组差

异不显著 , 80 年代以后女工尘肺患病率呈递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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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尘肺发病情况国内尚未见报道。为探讨女工尘肺的

发生 、 发展规律 , 为防治女工尘肺病提供依据 , 我们对本市

1949～ 1999年底发生的 159例女工尘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本市辖区内已确诊的女工尘肺病人共 159 例 , 其中死亡

12 例。流行病学资料全部采用个案调查 , 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收稿日期:2000-10-20;修回日期:2001-04-02

作者简介:姜先龙 , 男 , 从事劳动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2.1　女工尘肺病现状及分布

截至 1999 年底 , 本市共有尘肺病人 3 658 例 , 女工占

4.35%, 女工尘肺死亡和合并肺结核各为 12 例 、 10 例 , 分别

占全市尘肺死亡 (903 例)和合并肺结核 (341 例)的 1.33%、

2.93%, 各工业系统女工Ⅰ期尘肺的分布见表 1。有色金属业

有Ⅱ期尘肺 1 例 , 已死亡 , 女工中未见有Ⅲ期尘肺病。

表 1　各工业系统女工Ⅰ期尘肺患病情况

工业系统 现患例数 合并TB例数 死亡例数

有色金属 77 8 6

轻　　工 12 1 1

冶　　金 8 — —

建　　材 6 — 1

煤　　炭 5 — —

化　　工 5 — —

地质矿产 4 — —

其　　他 30 1 3

合　　计 147 10 11

　　各工种的女工尘肺分布情况见表 2 , 选矿 、 铸造工种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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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病比例最高 , 其次为粉碎工和采矿工。

表 2　不同工种女工尘肺的分布

选矿 粉碎 采矿 铸造 干燥 磨工 电焊
工厂其

他工种

矿山其

他工种

病例数 71 7 6 25 2 3 2 23 20

% 44.65 4.40 3.77 15.72 1.26 1.89 1.26 14.47 12.58

2.2　分析

159例女工尘肺中 , 无Ⅲ期尘肺 , 除 1 例为Ⅱ期外 , 其余

均为Ⅰ期尘肺 , 一可能是与男工劳动强度不同有关;二是女

工定诊为尘肺 , 下发调离通知书后一般都能及时调离接尘岗

位 , 而男工在 80 年代以前由于生产需要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尘肺种类主要以矽肺为主 , 共 120例 , 占女工尘肺的 75.5%,

其次是铸工尘肺 25例 , 占 15.72%;有色工业系统发病最多共

84 例 , 占总数的 52.8%;工种发病尤以有色系统的选矿工种

更为突出 , 其次是铸造工种。

尘肺患者的开始接尘时间 1959 年以前 54 人 , 1960 ～ 1969

年 73人 , 1970～ 1979 年 25 人 , 1980 ～ 1989 年 7 人 , 80%工人

开始接尘时间在 1970 年以前。

尘肺病人的接尘工龄最短 9 年 , 最长 38 年 , 平均 15.9

年 , 低于全市尘肺接尘工龄 (17.2 年), 差异有显著性 (u =

2.15 , P<0.05)。接尘 10～ 17 年的病例最多 , 占 66.52%, 其

次为 20 ～ 25 年的 , 占 17.32%。

尘肺病人发病年龄最小 31 岁 , 最大 71 岁 , 平均 52 岁 ,

和全市尘肺发病平均年龄 (51 岁)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 >

0.05), 43～ 56岁为发病高峰年龄。在动态观察中无晋级病例。

女工尘肺肺结核的并发率为 6.80%, 与男工组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 (P >0.05)。死亡病例中 , 合并肺结核死亡占

8.33%, 明显低于全市尘肺中合并肺结核的病死率 (36.0%),

可能受吸烟情况影响 , 抽样调查结果男工吸烟占 84.33%, 而

女工只占 5.75%。 12 例死亡病例中 , 慢性肺心病 、 尘肺死亡

各 2 例 , 合并结核死亡 1例 , 平均死亡年龄 57.7 岁 , 死于 80

年代 7 例 , 占死亡人数的 58.33%, 和全市尘肺平均死亡年龄

(57.7岁)比较无明显差别 , 均远远低于 90 年代第 4 次人口普

查辽宁省平均寿命 (72.6 岁)。

小型铸造业的粉尘危害调查
Survey on the hazard of dust in small casting factories

林　平 , 吕金标
LIN Ping , LU Jin-biao

(台州市黄岩区卫生监督所　浙江 台州　318020)

　　摘要:19 家小型铸造厂的粉尘危害调查表明 , 作业点粉

尘浓度 0.50～ 244.00 mg/m3 , 以清砂作业超标最多 , 游离二氧

化硅含量平均 45.21%。 最近一次体检 370 人 , 发现 0+14 人 ,

尘肺病的潜在危险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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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本地小型铸造业的劳动卫生状况 , 对本区 19 个铸

造厂进行了基本情况调查。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990年后建厂 , 以电动机壳 、 水泵为主要产品的小型铸

铁厂为对象;以部颁的 《工业企业劳动卫生档案》 为依据 ,

对单位基本情况 、 生产工艺 、 防尘设施进行了调查;对车间

粉尘浓度 、 分散度及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GB5748-85)进行了

测定 , 并对接尘工人进行了体检和高千伏胸片拍摄。

2　调查结果

2.1　各厂概况

全部对象为年产值在 100万左右的乡镇企业。产品为电动

　　收稿日期:2001-09-10;修回日期:2001-10-18

作者简介:林平 (1965—), 女 , 浙江黄岩人 , 主管医师 , 从事劳

动卫生职业病工作。

机壳 、 水泵 , 平均年产量约 1 000 吨。共有职工 472 人 , 接触

粉尘 454 人 , 占 96.19%, 男女之比约为 20∶1 (433/21), 接尘

工龄最长 5 年 , 平均为 2 年。白天连续工作时间10 ～ 12 小时 ,

无休息日。作业工人大多来自贫困地区 , 文化水平较低 , 对

粉尘的危害性缺乏认识 , 无任何个人防护措施 。

2.2　生产工艺及粉尘监测

生产工艺流程如下:造型※浇铸※脱模※清砂※成品。

作业场所多为敞开式 , 各工序间未严格分开 , 无除尘设施和

个人防护用品。企业从未对车间粉尘浓度进行自测。 尘点最

高浓度为 244.00 mg/ m3 , 最低 0.5 mg/m3 (见表 1)。各工序间

无显著差异 (P >0.05)。粉尘分散度及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

定 , 小于 5微米的可吸入性粉尘占 50.11%, 游离二氧化硅含

量 15.00%～ 66.70%, 平均 45.21%。

表 1　各工序粉尘监测结果 mg/m3

工 序 实测点数 浓度范围 平均值 (G)超标率 (%)

造 型 50 0.5～ 17.0 1.72 32.00

清 砂 28 0.5～ 244.0 4.88 71.43

筛 砂 19 1.0～ 11.5 2.36 52.63

滚 砂 21 1.0～ 36.5 2.71 57.14

合 计 118 2.51 49.15

2.3　健康检查

接尘工人均未进行就业前体检 , 但基本能做到定期健康

检查 , 1997 年检查 365 人 , 未发现异常 , 3 年后体检 37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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