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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回顾性分析了云南省煤炭系统 348 例尘肺死亡病

例。调查结果表明 , 该煤炭系统尘肺病患者死因居前3 位的是

慢性肺心病 、 慢性呼吸衰竭和肺结核。尘肺病死率随尘肺期

别的升高而增加。病死率居前3 位的地区分别是昆明市 、 红河

州和楚雄州 。随年代的发展 , 尘肺死亡年龄和尘肺病程均延

长 , 提示该系统的尘肺病防治工作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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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云南省尘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尘肺死亡原因居前 4

位的是肺结核 、 慢性呼吸衰竭 、 慢性肺心病 、 肺癌。为探讨

煤炭系统尘肺流行病学特点 , 评价防治措施效果 , 并对煤矿

尘肺病患者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 我们

对1950 ～ 2000年云南省煤炭系统 348 例煤矿尘肺病患者死亡情

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 1950～ 2000 年 12 月底经云南省尘肺诊断鉴

定组和煤炭系统尘肺诊断鉴定组确诊的尘肺病死亡病例。

1.2　方法

1.2.1　死因分类　参照国际疾病分类 (ICD-9)[ 1] 。 死因确定

凭县级以上医院死亡证明和企业职工医院的病史记录。

1.2.2　数据统计学处理　采用华西医科大学卫生统计教研室

研制的 PEMS 3.1 软件包。

2　结果

2.1　云南省煤炭系统尘肺死亡病例的地区分布

截至 2000年 12 月底 , 云南省煤炭系统尘肺累积患病数为

2 130例 , 其地区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云南省煤炭系统尘肺病例及死亡病例地区分布

地　区
　累积尘
　肺病例

死亡

病例

　病死率
　(%)

死亡顺序

昆明市 367 96 26.16 1

曲靖市 640 78 12.19 4

红河州 168 32 19.05 2

大理市 225 27 12.00 5

楚雄州 546 96 17.58 3

其他地区 184 19 10.33 6

合　计 2 130 348 16.34

2.2　煤矿尘肺死亡情况

2 130 例尘肺病患者中 , Ⅰ 期1 153例 , Ⅱ期 680 例 , Ⅲ期

297例 , 死亡 348 例 , 病死率 16.34%。平均死亡年龄 57.7 岁

(30 ～ 86岁)。死亡病例的直接死因 、 构成比及尘肺期别情况

见表 2。

表 2　煤矿尘肺死因构成和尘肺期别

死因 例数
构成比

(%)

构成

顺序

尘肺期别

Ⅰ Ⅱ Ⅲ

慢性呼吸衰竭 85 24.42 2 19 25 41

哮喘 2 0.57 11 0 1 1

气胸 8 2.30 8 0 0 8

其他肺病 1 0.29 12 0 0 1

肺结核 44 12.64 3 9 10 25

慢性肺心病 96 27.59 1 26 35 35

特发性高血压 4 1.15 10 2 2 0

急性心肌梗死 10 2.87 7 4 4 2

肺癌 27 7.76 5 16 8 3

肝癌 5 1.44 9 4 1 0

其他肿瘤 13 3.74 6 9 4 0

其他 43 12.36 4 30 5 8

意外或死因不明 10 2.87 7 6 2 2

合计 348 100 125 97 126

　　注:其他同 《尘肺病例报告卡》 中的相关项。

死亡病例中 , 1957 年以前开始接尘者 275 例 , 占 79.02%,

1958～ 1969 年开始接尘者 71 例 , 占 20.40%, 1970 ～ 1978 年开

始接尘者 2 例 , 占 0.57%。死于Ⅰ期尘肺 125 例 , Ⅱ期 97 例 ,

Ⅲ期 126 例 , 病死率分别为 10.84% (125/ 1 153)、 14.26%

(97/680)和 42.42%(126/297), Ⅰ 、 Ⅱ 、 Ⅲ期病死率经多个

样本率检验两两比较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死于矽肺 199

例 , 占 57.18%, 死于煤工尘肺 149 例 , 占 42.82%。

2.3　不同年代煤矿尘肺死因构成

表 3显示 , 随年代的发展 , 煤矿尘肺死亡年龄和平均病程

都逐渐延长 , 经升降趋势 Cox-Stuart检验 , P<0.001。

2.4　季节对死亡的影响 (见表 4)

2.5　不同种类尘肺死亡分析

表 5可见 , 该煤炭系统矽肺和煤工尘肺死亡患者的接尘

工龄和死亡年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但煤工尘肺患者的发

病年龄较矽肺患者晚 , 尘肺病程较矽肺患者短 , 两者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2.6　不同种类尘肺死因分析

表 6显示 , 矽肺患者因肺癌死亡的较煤工尘肺多 , 因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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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疾病死亡的较煤工尘肺少 , 经卡方检验 , 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因肺癌死亡的尘肺患者中 , Ⅰ 期 16 例 , Ⅱ 期 8

例 , Ⅲ 期 3例 , Ⅰ期煤矿尘肺的肺癌合并率较高 , 与 Ⅲ期比

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不同年代煤矿尘肺死因构成

年代
死亡

例数

死亡年龄

(x±s)

尘肺病程

(x±s)

肺心病

例数 构成比(%)

慢性呼吸衰竭

例数 构成比(%)

肺结核

例数 构成比(%)

肺癌

例数 构成比(%)

其他呼吸系统并发症

例数　构成比(%)

其他

例数 构成比(%)

1960～ 30 47.0±6.6 5.6±3.9 7 23.33 10 33.33 4 13.33 1 3.33 0 0 8 26.67

1970～ 107 52.9±9.8 9.2±5.7 31 28.97 19 17.76 16 14.95 11 10.28 4 3.74 26 24.30

1980～ 179 60.6±10.1 11.3±7.5 42 23.46 50 27.93 24 13.41 12 6.70 7 3.91 44 24.58

1990～ 32 68.3±8.6 18.4±8.8 16 50.00 6 18.75 0 0 3 9.38 0 0 7 21.88

合计 348 57.8±11.1 10.8±7.4 96 85 44 27 11 85

　　注:其他指除呼吸系统疾病以外的所有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

表 4　不同季节煤矿尘肺病例死亡情况

地区
总死亡

人数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χ2 值 P值

云南省 348 76 91 78 103 1.126 4 >0.05＊

昆明市 96 26 26 18 26 1.333 3 >0.05＊＊

曲靖市 78 12 20 22 24 5.025 6 <0.05＊

楚雄州 96 28 19 18 31 10.083 3 <0.01＊＊

　　＊秋冬季与春夏季比较 , ＊＊冬春季与夏秋季比较

表 5　煤矿尘肺不同种类死亡情况

指标
矽肺

(199例)
煤工尘肺

(149例)
u 值 P 值

接尘工龄(年) 16.1±8.7 17.0±8.3 0.949 3 >0.05

发病年龄(岁) 45.0±11.1 48.6±9.8 3.173 5 <0.01

死亡年龄(岁) 56.9±11.3 58.9±10.8 1.646 7 >0.05

尘肺病程(年) 11.6±7.3 9.8±7.5 2.207 2 <0.05

表 6　煤矿尘肺不同种类死因构成

尘肺种类
死亡

例数
肺心病

慢性呼吸

衰竭
肺结核 肺癌

其他尘肺

并发症

心血管

疾病
肝癌

其他

肿瘤
其他 不明原因

矽肺 199 56 51 31 21＊ 7 3 1 9 18 2

煤工尘肺 149 40 34 13 6 4 　 11＊＊ 4 4 25 8

合计 348 96 85 44 27 11 14 5 13 43 10

　　两组比较 , ＊P<0.05 , ＊＊P<0.001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本组煤炭系统尘肺病患者死因居前 3

位的是慢性肺心病 、慢性呼吸衰竭和肺结核;尘肺病死率随尘

肺期别的升高而增加;病死率居前 3 位的地区分别是昆明市 、

红河州和楚雄州。

3.2　肺结核作为尘肺病最主要的合并症 , 对尘肺病患者的生

存质量和生存期限均有重要影响。本组资料显示 , 肺结核在煤

矿尘肺死因中在 90 年代以前各年代构成相同 , 90 年代死亡的

尘肺病例中 ,没有 1 例死于肺结核 ,分析其原因 , 可能与 90 年代

以前防痨工作力度不够有关。自 80年代后期 ,防痨机构的建立

和防治措施的完善 ,至 90 年代肺结核在尘肺死因中的位次有所

下降。此外 ,本组资料显示煤工尘肺患者的发病年龄较矽肺患

者大 ,尘肺病程较矽肺患者短 , 提示尽管以采煤为主的工种所

接触的是含游离 SiO2较低的煤尘 , 其肺组织发生病变所需时间

较长 ,但是一旦发生改变 , 其病程的进展即较快 ,从而导致煤工

尘肺患者的寿命缩短。因此要延长尘肺病患者的寿命 ,提高其

生活质量 ,既要依法对粉尘作业人员实施每年一次的体检 , 加

强对尘肺患者的管理 , 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 控制病期

进展 ,又要加强防痨抗痨工作。

3.3　调查显示 , 云南省煤炭系统总的尘肺病患者无明显的死

亡季节 ,可能与煤矿尘肺病例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有关。昆明市

的尘肺患者亦无明显的死亡季节 , 与昆明市四季如春的气候有

关。但曲靖市尘肺患者多死于秋 、冬季 , 而楚雄州尘肺患者却

以冬 、春季死亡较多。国内有文献报道尘肺病患者多死于冬 、

春季[ 2]或春 、夏季[ 3] 。提示对于尘肺患者 , 应根据不同地区的

气候特点加强医学监护 , 增强体质 , 提高抗病能力 ,减少呼吸道

感染的发生 , 进而控制肺心病等并发症。

3.4　本组资料27例煤矿尘肺肺癌患者中矽肺患者较煤工尘肺

多 ,其原因可能与游离 SiO2 对致癌物质具有富集作用 , 使矽肺

患者易患肺癌有关[ 4] 。而本组肺癌患者以 Ⅰ 期合并肺癌较多

见 , 与相关文献结果相同[ 5] 。

3.5　尘肺病是直接危害接尘工人健康的主要职业病。 本组

348 例死亡病例中 , 79.02%是 1957 年以前开始接尘的工人 , 当

时为干式作业 , 防尘措施差 ,粉尘危害大;1957 年以后一系列尘

肺防治措施得以落实。本组资料显示 , 随年代的发展 , 煤矿尘

肺病死亡年龄和尘肺病程逐渐延长 ,说明此时期云南省煤炭系

统的尘肺防治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因此法制化管理是做好尘

肺病综合防治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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