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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91 名曾于石英砂厂作业的民工进行体检 , 结

果96例诊断为矽肺 , 患病率为 32.99%, 且初次诊断即为Ⅱ 、

Ⅲ期矽肺的占被诊断者的 58.3%。随着矽肺期别的增高 , 胸

部 X线圆形小阴影直径增大 , 分布多累及 5～ 6 个肺区;患者

并发症增多 , Ⅲ期矽肺并发症发生率达 1/3。说明急进型矽肺

已严重危害农民工健康 , 应对该批农民工进行随访观察 , 同

时加强对乡镇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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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2002年 , 河南省某县陆续有291名民工到江苏省某

镇石英砂厂打工 , 于 2002 年 6 月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时 , 有

96 例诊断为尘肺 , 现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接受职业健康检查的人员均为河南省某县到江苏省某镇

石英砂厂务工的农民工 , 共 291 人 , 年龄 23 ～ 53 岁 , 平均 35

岁;工龄 1 ～ 9 年 , 平均 3.5 年;脱离接触粉尘年限最短的 4

个月 , 最长的10 年 , 平均 3 年。 291 人在石英砂厂打工前无

其他粉尘接触史。上岗前和在岗期间从未作过职业健康检

查。 　　　

1.2　方法

1.2.1　健康检查　项目包括职业史 、 临床表现 、 内科检查和

拍摄 X线后前位胸片。

内科检查由专职医生承担。摄片采用岛津 630X 射线机 ,

并按照GBZ70—2002 《尘肺病诊断标准》 附录 E (胸片 X射线

检查的技术要求)控制摄片条件。

1.2.2　诊断标准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职业史证明 , 通过流

行病学分析 , 依据高仟伏 X线后前位胸片 , 按照 GBZ70—2002

《尘肺病诊断标准》 进行诊断。

1.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AS6.2 软件 , 多组之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和两两检验 , 率的检验采用χ2 检验 , 显著性检验水

准为 0.05。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

291 名农民工分散在该镇 30 余家石英砂厂工作 , 每家仅 7

～ 8 人从事石英砂生产加工 , 主要产品有 1～ 9 号石英砂和石

英粉 , 户均日产量约 20 t。生产现场全部是搭盖的简易工棚 ,

矿石露天堆放 , 生产设备主要是球磨机和筛机 , 少数还有石

磨机 , 没有任何通风设施 , 均为干式生产。生产工序为破碎

※粉碎※筛分※包装 , 在出料 、 筛分 、 包装作业中扬尘严重 ,

缺乏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 民工居住房屋与作业场所相连 ,

每天工作 12 h , 无休息日。该镇石英砂厂均属无厂名 、 无工

商登记 、 无职工健康档案 、 无用工记录的 “多无” 企业 , 从

未进行过生产现场粉尘监测 , 也没有为民工进行过健康检查。

据民工反映 , 生产现场粉尘浓度大 , 无任何防尘降尘设施 ,

个人防护用品为普通纱布口罩。

2.2　体检结果

291 名农民工共诊断矽肺 96 人 , 发病率 32.99%, 其中死

亡 9人 , 占矽肺患者的 9.38%。 Ⅰ 期矽肺 40 人 , 占 41.67%;

Ⅱ期 32人 , 占 33.33%;Ⅲ期24人 , 占 25.00%。临床症状均

有不同程度的胸闷 、 气短 , 17%的患者有少量咳痰 , 痰液多

为白色黏液痰 , 很少黄脓痰 , 一般无发热 、 咳嗽。症状在尘

肺各期别间无明显差异。 Ⅰ期矽肺患者内科检查无明显异常 ,

Ⅱ期与Ⅲ期尘肺患者内科检查主要为双肺听诊呼吸音减弱 ,

心脏检查无明显异常。

2.3　矽肺期别与患病民工的年龄和接尘工龄之间的关系

经统计学分析 , 发现不同期别矽肺患者的年龄无明显差

异 , 而各期尘肺与无尘肺者的接尘工龄有明显差异 (P <

0.05);Ⅱ期 、 Ⅲ期矽肺与矽肺观察对象 (0+)、 Ⅰ 期矽肺患

者的接尘工龄差异有显著性 (P <0.05)。见表 1。

表 1　矽肺期别与患者年龄 、 接尘工龄的关系

矽肺期别 例数 年龄 (岁) 接尘工龄 (年)

无尘肺 141 34.5±6.8 2.27±1.78

0+ 54 34.4±6.2 2.49±1.83

Ⅰ 40 34.9±6.3 3.36±2.22■

Ⅱ 32 34.6±6.2 5.01±2.10＊■

Ⅲ 24 38.3±7.1 4.85±1.40＊■

　　与 0+和Ⅰ期比较 , ＊P<0.05;与无尘肺者比较 , ■P<0.05

2.4　不同接尘工龄工人的尘肺病检出情况

1 ～ 3 年接尘工龄组尘肺病的检出率为 17.5%, 4～ 6 年工

龄组检出率为 48.5%, 7～ 9 年工龄组检出率为 63.3%。经χ2

检验 , 尘肺病检出率随工龄的增加而增高。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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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接尘工龄工人的尘肺病检出情况

接尘工龄
(年)

无尘肺 0+ Ⅰ Ⅱ Ⅲ 合计

1～ 3 100 32 20 6 2 160

4～ 6 34 18 16 18 15 101

7～ 9 7 4 4 8 7 30

合计 141 54 40 32 24 291

2.5　X线表现特点

小阴影均为圆形小阴影 , 不同期别的矽肺圆形小阴影的

大小不同 (见表 3)。 0
+
者小阴影的分布范围在中下肺区 , 其

中两中肺区占 42%, 两下肺区占 64%, 右中下肺区占 4%;

Ⅰ期分布 3～ 4个肺区者占 65%, 分布 2个肺区占 14%, 分布

5～ 6 个肺区占 21%;Ⅱ期均分布 6 个肺区。 大阴影以中上肺

区为主 , 部分贯穿全肺 , 其中面积之和大于右上肺区面积者

占 50%。

表 3　不同期别矽肺小阴影的状态

矽肺期别 例数
p型

n %

q型

n %

r 型

n %

0+ 54 53 98.1 1 2.0

Ⅰ 40 22 55.0 18 45.0

Ⅱ 32 2 6.3 24 75.0 6 18.8

Ⅲ 24 11 45.8 13 54.2

2.6　并发症情况

Ⅰ期合并肺结核 4 人;Ⅱ期合并肺气肿 1 人 , 气胸 1 人 ,

胸膜增厚1 人;Ⅲ期合并肺结核 1人 , 胸膜粘连 3 人 , 肺气肿

4 人;观察对象合并肺结核 5 人。

3　讨论

3.1　近几年 , 农民工患矽肺事件时有发生 , 本次体检的 291

名农民工共诊断出矽肺 96 人 , 其中已有 9 人死亡 , 可见在个

体石英砂作坊中高浓度石英粉尘严重危害着劳动者的健康。

由于未对农民工进行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

检查 , 初次诊断即为Ⅱ期 (32 例)、 Ⅲ期矽肺 (24 例)的占诊

断者的 58.3%。病人治疗费用无人承担 , 导致患病病人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 说明职业卫生监督在乡镇企业存在空白

点。乡镇企业没有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 , 应当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加强农民工的职

业性健康检查 , 对尘肺病做到早发现 、 早诊断和早治疗 , 早

期脱离粉尘环境 , 减少粉尘对劳动者的危害 , 保护劳动者健

康。

3.2　国外将矽肺分为:普通型 、 急进型 、 速发型[ 4] , 国内则

分为慢性或典型矽肺 、 急进型矽肺 、 急性矽肺。急进型矽肺

是指接触较高浓度 、 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粉尘 5 ～ 10 年内

发病 , 纤维化结节较大 , X 射线上可形成 “暴风雪” 样改变 ,

此型矽肺多见于石英磨粉工和石英喷砂工[ 5] 。 本次调查的农

民工长时间在简陋的个体石英砂厂工作 , 缺少有效的个人防

护 , 接触的粉尘为高浓度的石英砂 , 石英砂中的游离二氧化

硅含量在 80%以上 , 其中的游离二氧化硅的晶体结构为结晶

型 , 致病性强 , 经过粉碎和筛分后分散度大。 96 例矽肺工龄

最短的 1年 , 最长的 9 年 , 平均 4.3年 , 初检时诊断为Ⅱ 、 Ⅲ

期矽肺的比例较高 , 因此发病工龄应短于此值。 X 线表现的

特点为较大的圆形小阴影 , 其分布多累及 5 个肺区以上 , 呈

“暴风雪” 样改变。随着矽肺期别的增高 , 并发症增多 , 主要

为肺结核 、 肺气肿 、 胸膜增厚和粘连 , 严重危害民工的身体

健康。

3.3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 农民工矽肺的检出率 、 矽肺期别与

工龄密切相关 ,提示急进型矽肺的发生发展及病变程度与肺内

游离二氧化硅剂量有关 ,通过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早期发现职

业病和职业禁忌证对维护劳动者健康非常重要。由于民工脱

离粉尘作业时间较短 , 而尘肺的潜伏期又较长 , 有些接尘者虽

然接触高浓度矽尘 ,目前 X线胸片虽未发现明显异常 , 但可能

在脱离粉尘作业若干年后诊断为矽肺 , 我们应进一步观察该批

民工的发病情况 ,以明确急进型矽肺的发生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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