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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锡山市尘肺病的发生情况进行分析 , 结果显示 ,

矽肺 、 石棉肺 、 铸工尘肺确诊时的平均接尘工龄分别为 20.3、

20.8、 22.7 年。尘肺患者的平均接尘工龄有随开始接尘年代

的递增而逐步降低的趋势。尘肺病 “跳级” 病例出现第 1 个

高峰是 50年代开始接尘者 , 第 2 高峰是 80 年代开始接尘者。

Ⅰ期尘肺病患者中约有 59.5%的患者在 5 年内晋期。提示 ,

应加强尘肺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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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尘肺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 , 我们对锡山市

尘肺病患者的发生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锡山市 1998 年底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卡中

的Ⅰ期尘肺病例及首次诊断为 Ⅱ 、 Ⅲ期的尘肺病例 , 且为

1989年 12 月底以前开始接尘者 (最早的接尘年代始于 30 年

代), 共计 429 例 , 其中矽肺 391例 、 石棉肺 35 例 、 铸工尘肺

3 例 , 确诊时的平均接尘工龄分别为 20.3、 20.8 、 22.7年。 男

性330 例 , 女性99例。 Ⅰ期尘肺病 296例 , Ⅱ期 112 例 , Ⅲ期

21 例。

按尘肺病流调卡及尘肺病诊断书中的项目分别进行统计

并计算出开始接尘年代与开始接尘年龄 , 以便进行分类统计

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接尘年代尘肺病的发生情况

现有资料中以 50年代开始接尘者的尘肺病患者发生人数

最多 (见表 1)。从首次诊断为Ⅱ 、 Ⅲ期的尘肺病患者的例数

来看 , 50 年代尘肺病的 “跳级” 病例出现了第 1 个高峰 , 80

年代则出现了第 2 个高峰。两组尘肺病患者确诊时的平均年

龄均随开始接尘年代的递增逐步降低。均值间的统计结果表

明 , 各年代中Ⅰ期尘肺病患者确诊时的平均年龄 , 60 年代与

70 年代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t=1.0235 , P >0.05);60年代

以前与 70 年代以后其他组均值间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3.6166≤t≤5.5210 , P <0.01)。 各年代中首次诊断为Ⅱ 、 Ⅲ

期的尘肺病患者确诊时的平均年龄也随开始接尘年代的递增

而逐步降低 , 80 年代与其他各年代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2.8274≤t≤3.3333 , P <0.01)。随着开始接尘年代的递增 ,

尘肺病患者的开始接尘年龄的构成比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60 年代以前 , 尘肺病患者的开始接尘年龄大于 40 岁者仅占各

开始接尘年代构成比中的 0%～ 6.4%, 70 年代以后 , 则占到

17.4%～ 25.3%。两组尘肺病患者确诊时的平均接尘工龄均随

着开始接尘年代的递增而逐步降低 , 尤其以 70年代与 80 年代

的降低较明显。 Ⅰ期尘肺病在各年代确诊时的接尘工龄的平

均值除 50年代与 60 年代间的差异无显著性外 (t=1.1874 , P

>0.20), 其余各年代均值间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4.1906≤t

≤16.731 2 , P <0.01)。 Ⅱ 、 Ⅲ期尘肺病患者在各年代确诊时

的接尘工龄的平均值70 年代以后与 60年代及以前各组段间的

差异均有高度的显著性 (5.3656≤t≤15.2168 , P<0.01)。

表 1　不同接尘年代中尘肺病的发生情况

开始接尘

年代

尘肺病

例数

Ⅰ期尘肺病

例数 确诊年龄(岁 , x)确诊工龄(年 , x)
　

首次诊断Ⅱ 、Ⅲ期尘肺病

例数 确诊年龄(岁 , x)确诊工龄(年 , x)
　

尘肺病在开始接尘
年龄中的分布(岁)

<20 20～ 30～ 40～ 50～

<1940 9 6 59.8 40.2 3 62.3 38.3 6 3 — — —

1940～ 40 33 53.3 26.9 7 54.3 29.1 16 15 9 — —

1950～ 109 79 53.1 21.5 30 55.3 27.3 19 56 27 7 —

1960～ 88 69 51.3 20.3 19 54.6 22.5 12 36 35 5 —

1970～ 92 68 46.3 15.1 24 50.9 16.0 7 38 31 14 2

1980～ 91 41 43.3 9.2 50 44.9 8.2 3 16 49 15 8

合计 429 296 49.9 19.1 133 50.6 17.7 63 164 151 4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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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尘肺病患者开始接尘的年龄与确诊时接尘工龄的比较

尘肺病患者的开始接尘年龄分布在各年龄组中 , 且年龄相

差较大 (表 2)。两组尘肺病患者确诊时的接尘工龄平均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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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开始接尘年龄组的增大而明显降低。 Ⅰ期尘肺病患者确诊

时接尘工龄平均值的差异除 40岁与50岁两个年龄组段均值间

的差异无显著性外 (t=1.2080 , P >0.20), 其余各年龄组段

平均值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2.2930≤t≤6.7444 , P<0.05 、

P<0.01);Ⅱ 、 Ⅲ期尘肺病患者 30 岁以前各组段与 30 岁以后

各组段确诊时的接尘工龄平均值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

(4.4878≤t≤4.6936 , P <0.01)。从尘肺病例数的构成来看 ,

尘肺病患者相对集中在开始接尘年龄为 20 岁 ～ 、 30 岁 ～ 两个

组段中 , 约占尘肺病患者的 73.4%。

表 2　尘肺病患者的开始接尘年龄情况

开始接尘

年龄 (岁)

尘肺病

例数

Ⅰ期尘肺病

例数 发病年龄 (岁 , x) 接尘工龄 (年 , x)
　

首次诊断Ⅱ 、 Ⅲ期尘肺病

例数 发病年龄 (岁 , x) 接尘工龄 (年 , x)

<20 63 53 44.2 24.4 10 46.2 26.0

20～ 164 118 48.2 19.8 46 48.4 23.0

30～ 151 99 53.1 17.2 52 50.2 14.7

40～ 41 23 56.4 11.2 18 55.7 12.5

50～ 10 3 61.7 7.3 7 62.1 6.9

合计 429 296 49.9 19.1 133 50.6 17.7

2.3　Ⅰ期尘肺病晋期情况

各接尘年代尘肺病患者的晋期率 (Ⅰ ※Ⅱ)的差异无显

著性 (0.0425≤χ
2
≤2.3951 , P >0.10), 观察年数中<5 年与

5 年～ 两组的晋期病例数占晋期病例总数的 86%。见表 3。

表 3　尘肺病患者晋期情况

开始接尘

年代

Ⅰ期尘肺

病例数

尘肺病

晋期例数＊
晋期率(%) 累计晋期率(%)

晋期尘肺病在观察年数中的分布

<5 5～ 10～ 15～

<1940 6 4 66.6 1.4 1 1 — 2

1940～ 34 19 55.8 7.8 7 7 5 —

1950～ 76 45 59.2 23.0 19 16 7 3

1960～ 67 31 46.2 33.4 20 7 2 2

1970～ 66 35 53.0 45.2 25 10 — —

1980～ 47 24 51.0 53.4 22 2 — —

合计 296 158 53.4 53.4 94 43 14 7

　　注:＊尘肺病晋期例数包括Ⅰ ※Ⅱ 、 Ⅰ ※Ⅲ期尘肺病患者。

3　讨论

锡山市的矽尘作业以采石业为主。 70 年代以来 , 由于石

料用量明显增加 , 采石厂在数家国营厂的基础上增加了 30 多

家乡镇办小采石厂 , 采石工人的工作量也比 50年代 、 60年代

明显增加。采矿厂普遍存在着生产设备简陋 , 防护设施差 ,

工人的安全意识差等诸多问题。多年来 , 虽然本地区卫生监

督 、 监测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 , 先后对粉尘危害比较严重的

采石 、 水泥 、 石棉加工 、 铸造等行业采取了密闭 、 半密闭 、

吸排风等综合治理措施 , 使多数作业场所的环境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但对尘肺病患者确诊时平均接尘工龄的统计结果可

以看到 , 本地区尘肺病的危害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 70 年代

以来 , 尘肺病的发病工龄明显缩短 , 这与全国尘肺病的防治

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极不一致[ 1～ 5] 。

70 年代以来 , 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 企业需大量的

工人 , 因此 40 岁与 50 岁以上者开始从家庭转向企业。 到 80

年代中后期及 90年代 , 大多数从事粉尘作业者皆由外来民工

所取代。他们的特点是劳动强度及流动性大 , 工作时间长短

不一 , 个体防护较差 , 劳动安全知识缺乏 , 且得不到定期的

健康监护 , 因此这一群体的健康监护工作应引起地方政府 、

职业卫生监督部门的高度重视。

县 、 乡镇企业的尘肺病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 , 它是当前

职业病预防与控制的重点工作 , 亟待加强监测 、 监督 、 监护

的力度 , 以保护从事粉尘作业职工的身体健康 , 各级政府与

职业危害防护机构要下大决心 , 共同努力为实现我国消除尘

肺病的规划作出贡献[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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