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自启动新的报告系统以来 , 2006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

月 31日 , 累积尘肺现患病例 607例 , 其中死亡 12例 , 年终尘

肺现患病例 595例。以Ⅰ期尘肺为主 , 543例 (占 61.26%),

Ⅱ期 46例 , Ⅲ期 6例。男性 559例 , 女性 36例 , 男性明显高

于女性。发病年龄 25 ～ 65岁。

2.2　企业经济类型分布

595例现患病例 , 公有经济企业发病人数最多 , 共 499

例 , 占 83.87%;非公有经济企业 64例 , 占 16.13%。在公有

经济中以国有经济企业居多 , 共 405例 , 占 81.16%;集体经

济占 18.84%。 在非公有经济企业中私有经济 70例 , 占

81.40%;港澳台和外商经济企业占 18.60%。

2.3　行业分布

595例尘肺病例分布在全市 12个行业。煤炭 、 冶金及建

材是尘肺病的高发行业 , 煤炭 344例 , 占 57.82%, 居所有行

业之首;建材占 10.42%, 冶金占 8.74%, 其他 9个行业占现

患数的 23.02%。

2.4　尘肺病病种分布

595例现患病例涉及职业病名单中 8种尘肺 , 以矽肺和煤

工尘肺最多 , 煤工尘肺 345例 , 占 57.98%, 位居第一;其次

为矽肺 186例 , 占 31.26%;陶工尘肺 、 电焊工尘肺等其他 6

种尘肺占 10.76%。

2.5　尘肺病患者接尘日期及接尘工龄分布

由表 1可见 , 实际接尘工龄 20 ～ 29年发病人数最多 , ≥

30年位居第二 , 10 ～ 19年位居第三;由开始接尘日期看 ,

1977年以后开始接尘人数居多 , 占 58.49%。

3　讨论

3.1　淄博市属资源型老工业城市 , 工业发展已有百余年历

史 , 涉及煤炭 、 建材 、 陶瓷 、 医药 、 石油化工 、 冶金机械等

多种行业。 2006年以来每年新诊断尘肺病近 200例 , 提示尘

肺病是我市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从行业和病种分布看 , 煤

炭 、 冶金 、 建材是我市尘肺病重点防治行业。

表 1　尘肺病患者接尘日期及接尘工龄分布

开始接

尘日期
病例数

构成比

%

实际接尘

工龄 (年)
病例数

构成比

%

1963年以前 83 13.95 <5年 4 0.67

1964 ～ 1969年 24 4.03 5 ～ 9年 26 4.37

1970 ～ 1976年 140 23.53 10 ～ 19年 125 21.01

1977 ～ 1989年 274 46.05 20 ～ 29年 301 50.59

1990年以后 74 12.44 ≥30年 139 23.36

合计 595 100 合计 595 100

3.2　近年我市新发尘肺病例数并不能完全代表我市尘肺病发

病实际情况。本报告中公有经济占病例数 83.87%, 国有经济

又占其中的 81.16%, 提示目前大多国有经济企业 , 职业病防

治机构和各项管理制度健全 , 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积极组织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 , 职业健康监护覆盖率高。而

大量中小企业职业病防治法律意识淡薄 , 职业健康监护不落

实 , 职工体检率低 , 加之用工制度的改变及职工职业防护知

识的贫乏 , 使大量接触粉尘的临时工及农民工失去了应享有

的职业健康检查的权利 , 造成尘肺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断

和治疗。因此 , 我市尘肺病发病人数将大于实际报告例数。

随着健康监护工作的对象由国有企业扩大到中小型和私有企

业 , 我市尘肺病发病人数会有增加的趋势。

3.3　结果显示 , 实际接尘工龄≥30年占 23.36%, 20年以上

占 73.95%, 提示我市多年来尘肺病防治工作是有成效的 [ 1] ,

需继续常抓不懈。

3.4　结果显示 , 1977年以后开始接尘病例占 58.49%, 提示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接尘的工人成为发病的主体 , 应重点监护。

总之 , 卫生监督部门和技术服务部门要密切配合 , 加大

监督执法力度 , 提高健康监护覆盖率 , 我市今后的尘肺病防

治工作应体现在重点行业 、 重点人群 、 重点预防 , 使尘肺病

发病率降低到最低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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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讨高海拔地区尘肺病发病特点及其规律 , 对

高海拔地区 1955 ～ 2007年确诊的各类尘肺病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结果显示尘肺累积病例 2 823例 , 以煤工尘肺为主 , 占

68.0%;主要分布在西宁 、 海西地区;发病年龄 (47.6 ±

9.0)年 , 发病工龄 (16.8±9.3)年 , 平均晋级年限 5.9年。

死因主要是心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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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做好高海拔地区尘肺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 ,

我们依据 《职业病报告登记办法》 要求 , 对西部某海拔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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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00 m地区 (平均海拔 3 000 m) 1955 ～ 2007年确诊尘肺

病患者的发病情况调查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调查对象主要来自高海拔地区 1955 ～ 2007年 12月期间

经青海省尘肺病诊断组诊断的尘肺病例 2 823名 , 其中死亡

648例 , 现患2 175例。

1.2　统计方法

尘肺病例根据全国统一方法登记的 《尘肺病例卡 》 项目

逐一填写 , 录入微机建立尘肺卡片数据库 , 按文献 [ 1] 要求

用 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尘肺病发病情况

该海拔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 平均海拔 3 000 m, 共

调查 32 734家工矿企业 , 涉及煤炭 、 建材等多个行业系统 ,

粉尘作业工人 64 704人 , 到 2007年年底累计尘肺病患者 2 823

例。其中男性 2 811例 (占 99.6%), 女性 12例 (占 0.4%)。

Ⅰ 期尘肺 1 544例 (占 54.69%), Ⅱ 期尘肺 969 例 (占

34.33%), Ⅲ期尘肺 310例 (占 10.98%)。 平均发病年龄

(47.6 ±9.0)岁 , 平均发病工龄 (16.8 ±9.3)年 , 见表 1。

20世纪 80年代前尘肺平均发病工龄 (17.7±8.4)年 , 80年

代后尘肺平均发病工龄 (15.9±9.5)年 , 见表 2。

表 1　2 823例尘肺发病工龄及年龄分布

尘肺种类
　　　　　　　　　发病年龄 (岁)　　　　　　　　　　

<20 20 ～ 30～ 40～ 50～ 60 ～ 70 ～

　　　　　 　　发病工龄 (年)　　　　　　　

<10 10～ 20～ 30～ 40 ～
合计

煤工尘肺 0 7 270 813 666 147 7 206 1 078 575 57 4 1 920

矽肺 1 69 185 259 155 64 13 170 344 144 51 37 746

石棉肺 0 0 2 55 26 5 0 22 29 34 3 0 88

水泥尘肺 0 0 3 17 8 1 0 2 6 19 2 0 29

电焊尘肺 0 0 1 9 5 0 0 1 3 9 2 0 15

铸工尘肺 0 0 0 4 7 1 0 0 1 5 5 1 12

炭黑尘肺 0 1 0 2 5 5 0 2 3 6 1 1 13

合计 1 77 461 1 169 872 223 20 403 1 464 792 121 43 2 823

构成比 0.04 2.73 16.33 41.41 30.89 7.90 0.71 14.28 51.86 28.06 4.29 1.52 100

　　各发病年龄 、 发病工龄段比较 , P均<0.01

表 2　不同年代尘肺平均发病年龄 、 发病工龄

年代 平均发病年龄 (岁) 平均发病工龄 (年)

20世纪 60 ～ 70年代 47.32±11.07 17.20±8.44

20世纪 80年代后 47.40±9.17 15.90±9.51

　　与 20世纪 80年代前比较 , P<0.01

2.2　尘肺病的种类 、 行业 、 工种分布特征

1955 ～ 2007年年底共有尘肺累积病例2 823例 , 种类 7种 ,

分别是矽肺 、 煤工尘肺 、 石棉尘肺 、 水泥尘肺 、 电焊工尘肺 、

铸工尘肺和炭黑尘肺 , 以煤工尘肺为主 , 1 920例 , 占 68.0%;

矽肺次之 , 746例 , 占 26.4%。尘肺病患者存在于 28个工种 ,

以煤炭行业的掘进工 、 采煤工为主 , 占 62.63%;其次为金属

和非金属矿山开采工 , 占 10.0%。

2.3　尘肺病晋级和死亡情况

尘肺病中Ⅰ期晋升Ⅱ期 498例 , 晋升年限为 (5.12±4.65

年;Ⅰ期晋升 Ⅲ期 128例 , 晋升年限为 (8.75 ±5.02)年;

Ⅱ期晋升 Ⅲ期 182例 , 晋升年限为 (8.21±5.48)年。尘肺

累计死亡病例 648例 , 病死率 23.46%。 第一位死因是心衰 ,

占 31.17%, 见表 3。

表 3　648例尘肺患者死因构成

死因 死亡人数 构成比

呼衰 137 21.14
心衰 202 31.17

感染 171 26.39

其他 138 21.30
合计 648 100

　　各死因比较 , P>0.05

3　讨论

从本次调查结果分析 , 高海拔地区尘肺发病有以下特征:

(1)尘肺的种类主要为煤工尘肺和矽肺 , 地区主要分布在西

宁 、 海西 , 发病以煤炭 、 建材系统最多 , 工种以采煤工和掘

进工居多。 (2)尘肺病平均发病年龄 (47.6±9.0)年 , 平均

发病工龄 (16.8±9.3)年 , 平均晋级年限为 5.9年 , 低于平

原地区 [ 2] 。几十年来 , 政府及卫生部门虽然对该地区粉尘污

染行业进行了综合治理 , 使多数粉尘工作场所的环境得到了

明显的改善 , 但通过本次调查发现 , 该地区尘肺病的危害还

十分严重 , 尤其是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 尘肺病的发病工龄缩

短 , 这与全国尘肺病的防治工作效果不一致 [ 2] 。这可能与该

省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份 , 随着西部经济战略的实施 ,

兴办了许多乡镇企业如硅铁走廊和石英加工厂等 , 这些企业

由于建厂时大多本着因陋就简 , 尽快增加农民收入的原则 ,

生产工艺落后 , 设备陈旧老化 , 无相应防尘设施 , 造成作业

环境中粉尘危害严重有关。 (3)尘肺死因居前的是心衰 , 其

原因可能为高原低压 、 缺氧导致一系列的体液因子和肺血管

的变化 , 使肺血管阻力增加 , 肺动脉高压 , 右心负荷增加 [ 3]

有关。因此提示 , 农民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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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是当前高海拔地区职业病

预防与控制的重点工作 , 预防和治愈慢性肺心病是延长高海

拔尘肺病患者寿命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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