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 甲胺磷中毒 2例 , 其他 2 例。

2.2　影响 OPIDP发生的各种因素

将OPIDP 作为因变量 (y), 病人性别 、 年龄 、 中毒农药

种类 、 中毒剂量 、 病人中毒程度 、 有无前期抢救 、 有无 IMS

发生等作为自变量 (x)引入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OPIDP

的发生与性别 、 年龄 、 农药种类 、 中毒剂量 、 病人中毒程度 、

有无前期抢救 、 有无 IMS 发生有关 , 其相关系数 (Tau b)分

别为 0.031 、 0.014 、 0.002 、 0.005、 0.000、 0.000、 0.019;统

计学检验有显著性 (P <0.05)。

2.3　中毒农药剂量与 OPIDP发生的关系

患者口服农药剂量越大 , 中毒程度越严重 , OPIDP 的发生

率也明显增高。见表 1。

表 1　OPIDP的发生与农药剂量的关系

农药剂量 (ml) 人数 发生OPIDP 数 发生率 (%)

<50 91 0 0
50～ 100 81 3 3.70
>100 55 6 10.90
合计 227 9 3.5

3　讨论

据报道甲胺磷中毒所致的 OPIDP发生率为 8%, 其次为敌

敌畏 、 敌百虫以及乐果等农药中毒。本调查确诊的 9例 OPIDP

中 , 有 2 例是口服甲胺磷引起的 , 5 例为敌敌畏中毒所致 , 可

见不同农药对 OPIDP 的影响是不同的。中毒农药剂量 、 患者

中毒程度亦与 OPIDP的发生密切相关。本文 9 例OPIDP 病人都

有 IMS 病史 , 表明 IMS 与 OPIDP 关系密切。前期抢救虽有差

异 , 但统计学意义不大。 从医学角度讲前期抢救非常重要 ,

如果患者中毒后能及时得到治疗 , 就能减轻其中毒程度 , 减

少中毒后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

男女中毒患者 OPIDP 的发生率有很大差别 , 女性是男性

的 2倍 , 但不能由此说明OPIDP的发生与性别有关。同时从与

OPIDP的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 OPIDP的发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

升高 , 但是否与年龄有关 , 还需扩大样本进一步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的 257 例患者口服中毒 244 例 , 可以看出绝大多

数是有意中毒。为确保广大农民的健康 , 首先应加强对有机

磷农药中毒危害性及预防措施的宣传教育 , 其次农资部门应

把好农药上市关 , 禁止国家禁用的剧毒农药上市。 同时 , 要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建设 , 做好中毒患者的前期抢救及治疗工

作。各级地方组织应做好家庭存储农药的宣传工作 , 妥善保

管 、 科学使用农药。

315例民工矽肺患者致残程度鉴定分析

肖方威 , 陈建超 , 林述连

(三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福建 三明　365000)

　　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适应工伤保险制度改革 , 对 315

例矽肺患者进行了伤残程度鉴定 ,并依据不同等级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315例飞机掩体隧道掘进工矽肺患者为致残程

度鉴定对象 ,其中Ⅰ期 223 例 , Ⅱ期 64例 , Ⅲ期 28例。

1.2　方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工工伤与职业

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GB/T16180—1996)》 ,采用 GHEST、GRAPH

HI-101 肺功能仪测定肺通气功能。 尘肺患者致残程度鉴定按

尘肺的不同期别 、呼吸困难分级 、有否合并活动性肺结核 、肺功

能损伤程度 ,进行综合判断分级。

2　结果与分析

2.1　肺通气功能测定　由表 1 可见尘肺期别晋级越高 , 病情

加重 ,肺功能损伤越明显。

表 1　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

尘肺期别 例数 肺功能正常 轻度损伤 中度损伤 重度损伤

Ⅰ 223 127(56.9%) 75(33.6%) 21(9.4%)
Ⅱ 64 26(40.6%) 20(31.2%) 15(23.4%) 3(4.7%)
Ⅲ 28 5(17.9%) 10(35.7%) 6(21.4%) 7(25.0%)
合计 315 158(50.2%) 105(33.3%) 42(13.3%) 10(3.2%)

　　χ2值 18.05 0 9.92 8.28

2.2　尘肺患者致残程度等级鉴定结果　223例Ⅰ 期矽肺患者

中 , 肺功能正常者 111例 (49.8%)定为七级 , 伴有肺功能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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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损伤的 75例 (33.6%)定为六级 , 伴有肺功能中度损伤的

21 例 (9.4%)定为四级 , 合并活动性肺结核者 16 例 (7.2%)

定为三级。64 例Ⅱ期矽肺患者中 , 44 例 (68.7%)定为四级 ,

其中25例患者肺功能正常 , 19 例伴有肺功能轻度损伤;20 例

(31.3%)定为三级 , 其中伴有肺功能中度损伤 14例 , 重度损

伤1 例 , 矽肺合并活动性肺结核 5 例 (2 例伴有重度肺功能损

伤 , 1 例中度肺功能损伤 , 1 例轻度肺功能损伤 , 1 例肺功能

正常)。 28例Ⅲ期矽肺患者中 , 13 例 (46.4%)定为三级 , 其

中有 5 例肺功能正常 , 8 例肺功能轻度损伤;15 例 (53.6%)

定为二级 , 其中 6例伴有肺功能中度损伤 , 7 例伴有肺功能重

度损伤 , 2 例伴有肺功能重度损伤同时合并活动性肺结核。

3　讨论

对315例民工矽肺患者鉴定结果表明 , 60～ 70 年代从事

隧道掘进的民工 , 其工作场所粉尘污染是非常严重的。被鉴

定为二～ 四级致残的矽肺患者已丧失劳动能力 , 存在特殊医

疗依赖。因此 , 对患有矽肺病的民工应及时给予伤残鉴定 ,

落实病人应有的社会劳保待遇 , 并积极治疗并发症 , 从而提

高尘肺患者的生活质量 , 延长寿命。

我们在鉴定中还发现 , 大多数病人出现呼吸困难症状。

由于很多民工对自觉症状表述不准确 , 因此可能带有主观因

素。在评定等级时 , 以胸片诊断 、 肺功能损伤 、 是否合并活

动性肺结核作为客观指标 , 比较客观 、 真实。此外对 Ⅱ期矽

肺患者伴有重度肺功能损伤 , 是否可以享受二级待遇;Ⅲ期

矽肺肺功能正常 , 但伴有活动性肺结核是否也可以晋升为二

级待遇 , 值得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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