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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汇总山东省 2006 ～ 2008年诊断的全部尘肺病例资

料 , 分析尘肺患者的性别 、 年龄 、 病种 、 工种 、 接尘年代 、

接尘工龄和所在行业 、 地区及企业规模的分布。 结果显示 ,

截至 2008年底 , 山东省尘肺病现患 22 939例 , 2006 ～ 2008年

共报告尘肺病 3 349例 , 新病例 2 854例 , 其中Ⅰ期占新发病例

的 85.22%, 发病患者男性远高于女性 , 45 ～ 54岁诊断率最

高 , 病种主要是矽肺和煤工尘肺 , 占新发尘肺患者的

86.06%, 以矿山主要工种为主 , 1970 ～ 1989年开始接尘的患

者发病率居首 , 实际接尘工龄以 20 ～ 29年居首 , 以煤炭 、 有

色金属 、 机械等行业患者最多 , 占新发尘肺病的 72.46%, 主

要分布在烟台 、 淄博 、 泰安 、 济南和临沂 5个市 , 患者人数

占全省新发病病例的 82.81%。尘肺病防治的重点地区为矿业

基地 , 主要为矽肺和煤工尘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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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掌握山东省尘肺病发病的规律和特点 , 有针对性

的提出预防控制措施 , 我们依据 2006 ～ 2008年全省报告的尘

肺病资料进行了汇总分析 , 现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2006 ～ 2008年山东省所有职业病诊断机构诊

断 , 并依托职业病网上直报系统报告的职业病病例。

1.2　方法

采用全省统一的尘肺病报告卡 , 将尘肺病个案报告卡由

职业病网上直报系统导入 Excel电子表格。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网上直报系统产出表及 Excel2003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果

2.1　尘肺病患病 、 发病和死亡情况

截至 2008年年底 , 山东省尘肺病现患 22 939例。 2006 ～

2008年全省 17个市均有尘肺病报告 , 共报告 3 349例;其中

新发病例 2 854例 , 占 85.22%;Ⅰ 期 2 614例 , 占 91.60%;

Ⅱ期 220例 , 占 7.70%;Ⅲ期 20例 , 占 0.70%;晋期 304

例 , 占 9.08%;报告死亡 191例。死亡患者多见于矽肺 、 煤

工尘肺 , 死因主要见于尘肺 、 呼吸道感染 、 慢性肺心病 , 死

亡年龄多为 65岁及以上。 矽肺现患 12 790例 , 新发病 1 508

例 , 位居首位;其次是煤工尘肺现患 7 262例 , 新发病 948例 ,

死亡 113例 , 死亡率占 13种尘肺病之首;铸工尘肺现患 742

例 , 新发病 94例;石棉肺现患 549例 , 新发病 124例。尘肺

总发病数呈上升趋势 , 见表 1。

表 1　2006 ～ 2008年尘肺患病 、 发病和死亡情况

尘肺种类 现患例数 新发病例数 死亡例数 晋期例数

矽肺 12 790 1 508 　 77 220

煤工尘肺 7 262 948 113 59

石墨尘肺 85 1 0 2

碳黑尘肺 37 5 0 1

石棉肺 549 124 0 16

滑石尘肺 228 4 0 0

水泥尘肺 293 34 1 1

云母尘肺 11 0 0 0

陶工尘肺 228 35 0 1

铝尘肺 26 0 0 0

电焊工尘肺 411 97 0 1

铸工尘肺 742 94 0 3

其他尘肺 277 4 0 0

合计 22 939
2 854

(85.22%)
　 191
(5.70%)

304
(9.08%)

2.2　尘肺病的地区分布特征

尘肺病遍布全省的 17个市 ,新发尘肺病位居前 5位的依

次是烟台 、淄博 、泰安 、济南 、临沂。详见表 2。

表 2　2006 ～ 2008年新发尘肺病地区分布

地市名称 合计 构成比(%) Ⅰ期 Ⅱ期 Ⅲ期

01 235 8.23 202 31 2

02 141 4.94 115 25 1

03 596 20.88 544 46 6

04 53 1.86 52 1 0

05 11 0.39 10 1 0

06 977 34.23 905 72 0

07 92 3.22 90 2 0

08 84 2.94 69 11 4

09 393 13.77 381 11 1
10 34 1.19 31 3 0

11 8 0.28 7 1 0

12 41 1.44 37 2 2

13 163 5.70 152 10 1

14 10 0.35 10 0 0

15 7 0.25 3 2 2

16 7 0.25 4 2 1

17 1 0.04 1 0 0

不详 1 0.04 1 0 0

合计 2 854　 100.00　 2 614　
(91.60%)

220　
(7.70%)

20　
(0.70%)

　　注:地市名称暂采用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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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尘肺病的行业分布特征

依据国家统计局 1998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 (GB/T

4754— 2002), 职业病报告的 28个行业中 [ 1] , 山东省除核工

业 、 森林工业 、 水利 、 航空航天 、 回收加工业等 5个行业无

报告外 , 其他 23个行业均有报告。位居首位的是煤炭 , 其次

是有色金属 、 机械 、 其他 、 建材 、 冶金。见表 3。

表 3　2006 ～ 2008年新发尘肺病行业分布

行业 合计 构成比(%) Ⅰ期 Ⅱ期 Ⅲ期

煤炭 1 123 39.35 1 042 72 9

石油 8 0.28 6 1 1

电力 30 1.05 29 1 0

核工业 0 0 0 0 0

冶金 111 3.89 99 10 2

有色金属 711 24.91 656 54 1

机械 234 8.20 224 6 4

电子 2 0.07 2 0 0

兵器 2 0.07 2 0 0

船舶 7 0.25 7 0 0

化工 18 0.63 14 4 0

医药 1 0.03 0 1 0

铁道 8 0.28 7 1 0

交通 34 1.19 33 1 0

建材 130 4.56 105 23 2

建设 10 0.35 10 0 0

地质矿产 62 2.17 39 23 0

水利 0 0 0 0 0

农业 1 0.03 1 0 0

森林工业 0 0 0 0 0

轻工 63 2.21 57 6 0

纺织 71 2.49 66 5 0

航空航天 0 0 0 0 0

商业 3 0.11 3 0 0

邮电 1 0.03 0 1 0

石化工业 4 0.14 4 0 0

回收加工业 0 0 0 0 0

其他 220 7.71 208 11 1

合计 2 854 100.00 2 614
(91.60%)

220
(7.70%)

20
(0.70%)

2.4　尘肺病的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尘肺病患者主要分布于大型企业 , 其次为中 、 小型企业 ,

规模不详企业 (由于个别中小型企业不提供企业信息 , 所以

填卡人与职业病报告人在企业规模栏填写了不详), 见表 4。

表 4　2006 ～ 2008年新发尘肺病企业规模分布

企业规模 合计 构成比 (%) Ⅰ期 Ⅱ期 Ⅲ期

大型 1 274 44.64 1 198 70 6

中型 979 34.30 896 76 7

小型 223 7.81 183 39 1

不详 378 13.25 337 35 6

合计 2 854 100.00 2 614 (91.60%) 220 (7.70%) 20 (0.70%)

2.5　尘肺病的发病年龄及分布特征

尘肺病发病以青壮年为主 , 主要集中在 35 ～ 54岁之间 ,

为 1 655例 , 占 57.99%;其中男性 2 697例 , 占 94.50%, 发

病率远远高于女性 , 尤以 1970 ～ 1989年开始接尘的患者发病

数最多 , 为 1 681例 , 占 58.90%。实际接尘工龄以 20 ～ 29年

发病最多 , 为 1 089例 , 占 38.16%;其中接尘工龄小于 5年

的 144例 , 占 5.04%。 新发病例中有 52例合并肺结核 , 占

1.82%。发病工种多为矿 山主要工 种 , 为 1 943例 , 占

68.08%, 见表 5。

表 5　2006 ～ 2008年新发尘肺病基本情况

项目 合计 构成比 (%) Ⅰ期 Ⅱ期 Ⅲ期

诊断年龄 (岁)

　　　　　<15 0 0 0 0 0

　　　　　 15 ～ 1 0.04 1 0 0

　　　　　 25 ～ 76 2.66 68 7 1

　　　　　 35 ～ 635 22.25 560 73 2

　　　　　 45 ～ 1 020 35.74 961 56 3

　　　　　 55 ～ 394 13.80 368 24 2

　　　　　 60 ～ 209 7.32 200 7 2

　　　　　≥65 519 18.19 456 53 10

性别

　　　　　　男 2 697 94.50 2 483 197 17

　　　　　　女 157 5.50 131 23 3

开始接尘

　　 1963年以前 467 16.36 414 44 9

　　 1964 ～ 1969 231 8.09 212 18 1

　　 1970 ～ 1976 682 23.90 655 27 0

　　 1977 ～ 1989 999 35.00 943 53 3

　　 1990年以后 475 16.65 390 78 7

实际接尘工龄(年)

　　　　　<5 144 5.04 128 16 0

　　　　　 5～ 9 238 8.34 197 33 8

　　　　　 10 ～ 19 840 29.43 746 89 5

　　　　　 20 ～ 29 1 089 38.16 1 025 59 5

　　　　　>30 543 19.03 518 23 2

合并肺结核 52 1.82 48 4 0

工种

　　矿山主要工种 1 943 68.08 1 770 161 12

　　矿山其他工种 196 6.87 189 7 0

　　工厂主要工种 577 20.22 530 40 7

　　工厂其他工种 138 4.84 125 12 1

3　讨论

尘肺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 , 其潜伏期长 , 病情进展

不可逆转 , 即使脱离粉尘作业仍可继续发生发展 [ 2] , 每例尘

肺病人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41万元 [ 3] 。山东省是一个

经济大省 , 工业门类齐全 , 老工矿企业多 , 接触有毒有害的

作业人员约 150余万人 [ 4] 。因此 , 探讨我省尘肺病的发生规

律及特点 , 有针对性的提出预防措施 , 对于指导尘肺病的预

防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

通过对 2006 ～ 2008年山东省尘肺病报告资料进行分析 ,

显示我省尘肺病具有以下 3个特点:(1)尘肺病发病呈上升

趋势。 2006年新发尘肺病 733例 , 2007年 1 273例 , 2008年

848例 , 新发尘肺病的比例呈现递增 , 总体与国内平均水平相

近 [ 5]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的实施 , 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的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得到加强 , 大型企业

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的增加 , 也是新发尘肺病例增加的原因

之一。 (2)新发尘肺病呈区域性 、 行业性聚集。全省 17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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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新发尘肺病的报告 , 主要分布在烟台 、 淄博 、 泰安 、 济

南和临沂 5个市 , 患者人数占全省新发病病例的 82.81%。除

核工业 、 森林工业 、 水利 、 航空航天 、 回收加工业等 5个行

业无报告外 , 其他 23个行业均有尘肺病报告 , 以煤炭 、 有色

金属 、 机械等行业患者最多 , 占新发尘肺病的 72.46%。尘肺

病的高发区 , 也是工矿企业集中区 , 特别是一些大型老企业 ,

由于设计不合理 , 职业病防护设施投入明显不足和滞后 , 治

理非常困难 , 存在严重的职业病危害隐患;中小企业生产工

艺较落后 , 缺乏职业卫生工作人员 , 加之从业人员文化水平

较低 , 对尘肺病防护知识不了解 , 缺少个人保护意识 。为此 ,

今后我省尘肺病的防治应突出重点 , 加强重点区域 、 重点行

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 从而有效的控制尘肺病的发生。 (3)新

发尘肺病以矽肺 、 煤工尘肺 、 铸工尘肺 、 石棉肺 、 电焊工尘

肺为主。 2006 ～ 2008年全省尘肺病的报告除云母尘肺 、 铝尘

肺外 , 包含了职业名单中的 11种尘肺 , 其中矽肺 、 煤工尘

肺 、 石棉肺 、 电焊工尘肺及铸工尘肺发病均有上升趋势。尤

以矽肺 、 煤工尘肺上升最为明显。 国有大型金矿 、 煤矿企业

及中小型机械 、 冶金 、 轻工 、 化工等企业应做为我省防治尘

肺病的重点监管对象 。

尘肺病仍是山东省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 , 国家对尘肺病

的预防和控制都非常重视 ,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各级

政府和国有企业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职业卫生管理和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体系 [ 6] 。在此基础上 , 我省应紧密结合尘肺病的发

生规律和分布特点 , 抓住重点企业 、 重点行业 、 重点粉尘及

主要岗位等关键环节 , 制定防治策略 , 使尘肺病的发生得到

有效的控制 ,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 确保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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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 2007 ～ 2008年职业病报告发病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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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 ———职业卫

生专业产出表 , 从职业病病种构成 、 患者基本情况等方面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2007年至 2008年我市新发职业病

191例 , 比 2003年至 2005年增长了 49.22%, 病种涉及七大

类 29个病种。尘肺病中以石棉肺和矽肺为主;急 、 慢性职业

中毒中苯中毒占慢性职业中毒病例的比例最高。 从行业分布

来看 , 居前三位的依次为纺织 、 化工 、 建材。 从企业性质来

看 , 国有经济企业职业病发病人数最多 , 其次是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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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年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以来 , 我市加强了

对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力度 ,

对降低职业病的发病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了解我市职

业病发病特点及动态趋势 , 把握职业病发病规律 , 同时为评

价职业病防治效果提供依据 , 现将我市 2007年至 2008年职

业病报告发病情况分析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7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青岛市职业病网络

直报系统的尘肺病报告卡和职业病报告卡 , 病例均为职业病

诊断机构———青岛市职业病防治院的确诊病例。

1.2　方法

利用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职业卫生专业

产出表 , 进行资料汇总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职业病病种构成

2007年至 2008年新发职业病病例 191例 , 涉及七大类 29

个病种。尘肺病 132例 (69.11%) 6个病种 , 其中以石棉肺

和矽肺为主 , 分别占尘肺病的 61.36%、 29.55%;急 、 慢性

职业中毒 25例 (13.09%)13个病种 , 其中苯中毒占慢性职

业中毒病例的 72.73%;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21 例

(10.99%), 以噪声聋为主 , 占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的

95.24%;职业性肿瘤 6例 (3.14%), 分别为苯所致白血病

和石棉所致肺癌;职业性皮肤病 5例 (2.62%), 分别为皮炎

4例和黑变病 1例;其他职业病 2例 (1.05%), 分别为职业

性哮喘和职业性变态反应性肺泡炎各 1例。

2.2　各类职业病行业分布情况

191例职业病涉及 15个行业 , 居前三位的依次为纺织 72

例 (37.70%)、 化 工 22 例 (11.52%)、 建 材 2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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