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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60例外来农民工尘肺发病分析

Morbilityanalysisonpneumoconiosisamong60 workersfromcountrysideinShanghaicity

施瑾 , 周泽深
SHIJin, ZHOUZe-shen

(上海市肺科医院 , 上海　200433)

　　摘要:对 1986 ～ 2006年上海市职业病医院诊断的 60例外

来农民工尘肺病例进行构成 、 所属企业性质 、 发病年龄 、 接

尘工龄等比较分析。本组病例以矽肺和电焊工尘肺为主 , 平

均发病年龄 38.0岁 , 平均接尘工龄 7.6年。主要分布在集装

箱制造 、 造船业的电焊作业以及机械加工 、 冶金 、 建筑材料

系统。农民工尘肺发病的逐年增加 , 需制定规范的农民工使

用制度 , 加强职业性健康体检工作 , 加强对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 , 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 积极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 , 减

少农民工尘肺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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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上海农民工尘肺的发病规律和分布特点 , 为制定

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 收集上海市职业病医

院 1986 ～ 2006年间诊断的农民工尘肺病例进行如下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986年 1月 1日 ～ 2006年 12月 31日上海市职业病医院

诊断小组根据国家 《尘肺病诊断标准》 确诊的尘肺登记注册

的病例资料。调查内容包括患者户籍 、 职业史 、 发病年龄以

及所属企业性质等 , 计算各类农民工尘肺病例数和平均发病

年龄和接尘工龄。

2　结果

2.1　农民工尘肺发病情况

1986 ～ 2006年上海市职业病医院累计诊断农民工尘肺 60

例。 1986年 1月 1日 ～ 1998年 12月 31日期间无农民工尘肺

发病现象。 1999年 6例 、 2001年 7例 、 2002年 2例 、 2003年

7例 、 2004年 10例 、 2005年 13例 、 2006年 15例 , 其中矽肺

15例 、 电焊工尘肺 29例 、 铁尘肺 7例 、 铸工尘肺 6例 、 铝尘

肺 2例 、 水泥尘肺 1例。患者皆为男性外来农民工 , 分别来自

江苏 21例 , 四川 16例 , 安徽 9例 , 江西 6例 , 山东 2例 , 河

南 、 山西 、 贵州 、 河北 、 福建 、 广西各 1例。其中合并肺结核

2例 (Ⅰ期 1例 、 Ⅱ期 1例), 并发气胸 1例 (Ⅱ +期 1例),

晋级 1例 (2002年矽肺Ⅰ期至 2004年晋级为Ⅱ期)。

从表 1 可见 , 60例农民工尘肺病例中 Ⅰ 期 47例 , 占

78.3%;Ⅱ期 9例 , 占 15.0%;Ⅱ +期 3例 , 占 5.0%;Ⅲ期

1例 , 占 1.7%。其中以Ⅰ期尘肺为主 , 电焊工尘肺居首位。

农民工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仅 7.6年 , 发病年龄较轻 , 平

均 38.0岁。其中矽肺的平均接尘工龄为 6.6年 , 电焊工尘肺

的平均接尘工龄 8.7年。

表 1　60例农民工尘肺的尘肺种类 、 期别及构成比

尘肺种类
期别

Ⅰ Ⅱ Ⅱ + Ⅲ
例数

构成比

(%)

发病年龄

(岁)

接尘工龄

(年)

矽肺 10 1 3 1 15 25.00 33.5 6.6

电焊工尘肺 28 1 0 0 29 48.33 34.2 8.7

铁尘肺 3 4 0 0 7 11.67 34.7 6.6

铸工尘肺 3 3 0 0 6 10.00 38.5 5.5

铝尘肺 2 0 0 0 2 3.33 37.0 9.3

水泥尘肺 1 0 0 0 1 1.67 50.0 8.6

合计 47 9 3 1 60 100.00 38.0 7.6

2.2　尘肺的行业分布

60例尘肺分布于 4个工业系统 , 集装箱制造业及造船行

业的电焊工尘肺 29例 , 占 48.3%;机械加工业 28例 (矽肺

15例 、 铁尘肺 7例 、 铸工尘肺 6例), 占 46.7%;冶金系统 2

例 (铝尘肺), 占 3.3%;建筑材料系统 1例 (水泥尘肺),

占 1.7%。

3　讨论

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 , 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 , 为城市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 , 由于前期缺乏严格规范的管

理制度 , 农民工使用管理混乱 , 加上流动性大 , 给职业病防

治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 使部分农民工的权益未得到应有

的保障。通过本次调查统计分析 , 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3.1　尘肺发病工龄短 , 发病年龄轻 , 群体发病

60例农民工尘肺 , 平均发病年龄 38.0岁 , 平均接尘工龄

7.6年 , 其中矽肺 、 电焊工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为 6.6年和

8.7年 , 较 1986年上海市调查Ⅰ期矽肺和电焊工尘肺的接尘

工龄 (28.2、 27.7年)明显缩短。 卫生部对 15个省市 30个

区县的乡镇企业职业危害情况调查结果显示 , 83.0%的乡镇

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 [ 1] 。本调查还发现 , 群体发病

普遍出现在无防尘设备或防尘设备极简陋 、 防尘效果很差的

乡镇企业中。工人每天作业量大 , 作业时间长 , 自我防护意

识差 , 造成短时期内发病 , 并出现Ⅱ期尘肺或尘肺合并症的

现象。有文献报道 [ 2] , 农民工多在防尘及生产条件差 、 粉尘

浓度高的环境下工作 , 吸入粉尘量大 , 是发病工龄短 、 发病

率高的主要原因。 为减少尘肺病的发生 , 企业在加强防尘设

施的同时 , 需加大力度进行尘肺防治的宣传和培训 , 提高农

民工的防尘意识。粉尘作业量大的用人单位可实行农民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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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换制度 [ 2] , 以降低尘肺病的发生。

3.2　集装箱及造船业的电焊工尘肺位居首位

本市的新发尘肺中电焊工尘肺的发病仅次于矽肺 , 且为

三资企业尘肺高发的原因 [ 3] 。发病工种集中在集装箱制造及

造船业的电焊作业岗位。电焊工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为 8.7

年。有文献报道 [ 4] , 工人在个人防护没有可靠保障的前提下

吸入电焊烟尘 , 导致接触工龄在 6 ～ 13年较短时间内发生尘

肺。故电焊工尘肺发病率的上升 , 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加强行业的卫生监督管理 , 从源头上杜绝或减少电焊工尘肺

的发生。

3.3　用工形式混乱 , 保障机制不全 , 缺乏规范的农民工使用

管理制度

分析表明 , 有些单位直接招用农民工并与之签订用工合

同;有些企业则为包工队 (劳务中介组织)招工与之签订用

工合同。部分单位并未依法将工伤 、 职业病 、 医疗保险等纳

入合同内容 , 因此 , 一些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后 , 不能依法得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赔偿 , 严重侵犯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还有一些单位采取私了的方式 , 使得已患尘肺农民工的远期

生活和治疗得不到保障。近年来 , 上海市加强了外来从业人

员综合保险政策 , 情况已有了逐步改善。

3.4　无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 , 所有接触

职业病危害的人员须进行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

健康体检。本文统计结果中 1986 ～ 1999年并无外来农民工尘

肺发病现象。原因一是尘肺的发病存在剂量-效应关系和尘肺

有 “晚发” 现象;二是忽视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 可能存

在漏诊情况。从本次调查来看 , 大多数农民工未做过在岗期

间的职业健康体检 , 未能及时发现首例首批尘肺。 完善在岗

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 可以早发现 、 早诊断 、 早调离 、

早治疗尘肺病者。 另外农民工有流动性大 、 频繁轮换工作岗

位的特点 , 为杜绝尘肺及职业禁忌证者从事粉尘作业 , 应做

好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以保证农民工的健康及用人单位的权

益。

从 60例外来农民工尘肺发病情况可以看出 , 只有制定规

范的农民工使用制度 , 加强职业健康体检工作 , 实行农民工

轮换制度 , 加强对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 , 加大监督执法

力度 , 积极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 , 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粉尘

危害 , 才有可能控制农民工尘肺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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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诊断工作。

626名环卫女工妇科超声检查分析

Analysisonultrasonographicresultsforgynecologicdiseasesin626 femalesanitaryworkers

朱林平 , 葛宪民 , 黄剑兰 , 陆丹燕
ZHULin-ping, GEXian-min, HUANGJian-lan, LUDan-yan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对 626名环卫女工及 600名机关女职工进行妇科超

声检查 , 妇科疾病检出率前两位依次为子宫肌瘤 、 盆腔炎症 ,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环卫女工生殖系

统健康状况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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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女工的工作多在风寒暑湿等较差的环境下进行 , 长

年受粉尘 、 毒物 、 噪声等多种有害因素的影响 , 其职业危害

报道较少。现将南宁市 626名环卫女工及 600名机关女职工妇

科普查的 B超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南宁市某环卫队 626名环卫女工为观察组 , 年龄 21

～ 55岁 , 平均 38岁 , 文化程度小学至高中毕业。另选机关女

职工 600名作为对照组 , 年龄 22 ～ 56岁 , 平均 39岁 , 文化程

度高中毕业以上。两组人员均已婚或有生育史 (产 1 ～ 2胎)。

1.2　方法

采用 HP-SONOS200超声仪 , 探头频率为 3.5MHz。 受检

者膀胱充盈后进行检查 , 取仰卧位 , 探头置耻骨联合上缘经

腹壁纵切及横切扫描子宫 、 附件及其毗邻部位。

1.3　病例入选依据

子宫肌瘤及卵巢肿瘤诊断标准参照 《超声医学》 第 5版。

宫颈病变入选标准:(1)宫颈厚度≥35mm;(2)宫颈多发纳

氏囊肿;(3)宫颈息肉。盆腔炎症入选标准:(1)盆腔积液

前后径≥20mm;(2)两侧或一侧附件增粗。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0.0统计学软件 , 率的比较采用卡方 (χ2)检

验 , 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8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8年 12月第 21卷第 6期　　ChineseJIndMed　Dec2008, Vol.21 N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