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工作的重点。

PPE, 作为在不能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可能存在

事故因素时主要的防护措施 , 对保护劳动者健康安全起着重

要的作用 [ 3] 。此次调查的大部分劳动者对所使用的 PPE表示

满意 , 同时也有不少劳动者提出企业 PPE发放数量少 、 产品

质量差 、 防护性能不佳 、 尺寸不合适 、 佩戴不舒适 , 这些因

素也降低了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使用 PPE的主动性和依从

性 [ 1] 。调查还发现一些企业给劳动者发放纱布或一次性口罩 ,

而早在 2000年 3月 , 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制订并颁布了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试行)》 , 明令禁止纱布口罩做为

防尘口罩使用 [ 4, 5] 。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反国家规定 , 也给劳

动者的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根据以上调查结果 , 对我省职

业病防治工作提出两点建议:(1)提高对企业职业病危害防

护教育培训的督导力度。 Pransky等对移民工人职业危险与伤

害的研究认为 , 未能接受职业病防护知识的培训是易受职业

伤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 6] 。全省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及安全监

管部门应加大对企业特别是煤炭 、 制鞋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护

教育和培训工作的技术指导和监督力度;提高企业管理人员

对职业病危害防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帮助企业建立职业病

危害防护教育和培训工作机制 , 坚持长期 、 定期对职业病危

害从业人员开展相关教育和培训工作。 (2)加强企业职业病

危害防护用品的监管力度。监督执法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职业

病危害防护用品配备 、 使用 、 维护 、 培训等内容的监督和考

核力度 , 实行监管和教育相结合;严格执法的同时学会教育

和引导 , 让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要消除工作中的危害因素必

须由用工者补充增加 PPE的配备和相关的使用培训 [ 7] , 建立

科学的管理体系 , 切实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合法权益 , 使

企业持续发展 , 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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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并在肺

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 1] 。

尘肺病严重降低劳动能力 、 致残和影响寿命 , 在世界各国都

是职业病工伤赔偿的主要疾病 [ 2] 。为摸清衢州市新发尘肺病

分布情况 , 探讨其发病规律 , 进而提出防治建议 , 现对全市

近 4年新诊断尘肺病人情况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

统 , 我市从 2006年 8月 23日起开始实行尘肺病网上报告 , 至

2009年衢州市新诊断尘肺患者 59例。

1.2　方法

对 59例新诊断尘肺的监测结果进行归纳整理 , 并从尘肺

病种 、 病例年龄 、 接尘时间 、 所属地区和企业等方面进行比

较分析。

1.3　统计

采用 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 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全市 2006— 2009年间新发尘肺病人 59例 , 均为男性 , 其

中Ⅰ期尘肺 28例 , Ⅱ期尘肺 21例 , Ⅲ期尘肺 10例。

2.1　病种分布情况

新发尘肺病以煤工尘肺居多 , 为 27例 , 占 45.76%;矽

肺次之 , 为 18例 , 占 30.51%;其中 1例Ⅱ期煤工尘肺患者

发现有合并结核。按照 《职业病目录》 分类 , 根据 《尘肺病

诊断标准》 和 《尘肺病理诊断标准》 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 13

例 , 占 22.03%。 2009年诊断出水泥尘肺 1例。

2.2　年龄分布情况

患者年龄 34 ～ 88岁 , 平均年龄 58.41岁 , 年龄构成以 45

岁以上为主 (56例 , 占 94.92%), 且尘肺的等级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增高 (χ2 =20.00, P=0.01)。见表 1。

2.3　所属地区及企业分布情况

按尘肺新病例所在用人单位所在地统计 , 全市 6个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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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开化县的尘肺新病例最多 , 为 20人 , 占 33.90%;常山

县次之 , 为 11人 , 占 18.64%。从企业规模来看 , 尘肺新发

患者集中发生在小企业 , 有 50例 , 占 84.75%。从企业的经

济类型来看 , 国有经济企业的尘肺新发患者所占比例最大 ,

为 55.93%。从行业性质来看 , 煤炭行业的尘肺新发患者最

多 , 为 24例。这与尘肺的病种分布情况一致。详见表 2。

表 1　各期尘肺病例年龄分布

年龄

(岁)

　　 　Ⅰ期　 　

病例数 %

　　 　Ⅱ期　 　

病例数 %

　　 　Ⅲ期　 　

病例数 %
合计

25～ 1 3.57 0 0.00 0 0 1

35～ 0 0.00 2 9.52 0 0 2

45～ 4 14.29 13 61.91 5 50.00 22

55～ 8 28.57 4 19.05 2 20.00 14

65～ 15 53.57 2 9.52 3 30.00 20

合计 28 100.0 21 100.00 10 100.00 59

表 2　各期尘肺病例所属地区与企业分布

企业 分类 Ⅰ期 Ⅱ期 Ⅲ期 合计 企业 分类 Ⅰ期 Ⅱ期 Ⅲ期 合计

所在

地区

柯城区 6 1 1 8

衢江区 3 2 0 5

常山县 3 7 1 11

开化县 7 7 6 20

龙游县 4 0 1 5

江山市 5 4 1 10

企业

规模

大 0 0 0 0

中 3 1 0 4

小 23 18 9 50

不详＊ 2 2 1 5

行业

性质

煤炭 4 13 7 24

化工 1 0 0 1

交通 14 1 0 15

建材 3 4 0 7

水利 1 0 0 1

轻工 2 0 0 2

其他 3 3 3 9

经济

类型

国有经济 23 6 4 33

集体经济 2 6 2 10

私有经济 3 9 4 16

注:＊已诊断有尘肺病且无单位的退伍工程兵 , 现由属地民政局管理。

2.4　接尘时间分布情况

尘肺新病例的实际接尘工龄 2 ～ 39年 , 平均实际接尘工

龄为 14.75年 , 接尘工龄以 20 年以下为主 , 有 42 例 , 占

71.19%, 而且尘肺的等级随着实际接尘工龄的增加而增高

(χ2 =13.42, P=0.04);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接尘工龄

分别为 17.26年和 5.85年;从接尘的年代来看 , 21世纪初开

始接尘的工人已有尘肺发生。见表 3。

3　讨论

近 4年来 , 尘肺新病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58.41岁 , 超过

工人退休年龄 , 平均实际接尘工龄为 14.75年 , 说明了我市

的尘肺防治工作还是有成效的。 新发尘肺病例有如下特点:

(1)病种以煤工尘肺为主 , 占 45.76%;矽肺次之 , 占

30.51%, 尘肺类别逐渐多样化。 (2)发病病情较轻 , Ⅰ期居

表 3　各期尘肺病例接尘时间分布

实际接尘

工龄(年)

尘肺

分期

开始接尘年代

1950 ～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合计

≥ 10 Ⅰ期 0 2 4 0 0 2 8

Ⅱ期 1 1 1 3 3 5 14

Ⅲ期 3 0 0 1 0 2 6

10～ Ⅰ期 0 0 2 3 1 0 6

Ⅱ期 0 1 3 1 0 0 5

Ⅲ期 0 0 0 3 0 0 3

20～ Ⅰ期 2 1 2 0 0 0 5

Ⅱ期 1 0 0 0 0 0 1

Ⅲ期 0 0 1 0 0 0 1

≤ 30 Ⅰ期 7 1 1 0 0 0 9

Ⅱ期 0 1 0 0 0 0 1

Ⅲ期 0 0 0 0 0 0 0

合计 14 7 14 11 4 9 59

多 , 占 47.46%;1例Ⅱ期煤工尘肺患者发现有合并结核。由

于尘肺病人全身抵抗力和防御机能下降 , 致使粉尘对结核杆

菌活性和毒性有增强作用 , 有利于结核杆菌生长和传播因而

易合并肺结核。尘肺新病例多于上世纪 70年代前后参加工

作 , 原因可能是政府重视粉尘防治 , 使尘肺患者得到早发现 、

早诊断 、 早调离粉尘作业并配合合理治疗 , 使病情趋于稳定 ,

加之生活水平的提高 , 结核的合并率下降。 (3)接尘年代后

移 , 平均实际接尘工龄较短。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尘肺新

病例的接尘工龄相差约 12年 , 与王红宇等人 [ 3]的报道相近。

(4)尘肺新病例所属企业集中在小规模的煤炭企业 , 而我市

的煤矿企业主要分布在开化县和常山县 , 两者的分布基本一

致。不可否认上世纪末私有企业的兴起并游离于监管之外 ,

尘害严重加上职业病防护措施不到位 , 以及接尘工人缺乏防

尘自我保护意识 , 致尘肺发病增多。

综上所述 , 我市尘肺病防治形势比较严峻 , 而控制尘肺

病的重点在煤矿系统 。建议全面落实综合防尘措施 , 实施全

面职业健康监护。在企业做好防尘及个人防护 , 严格执行国

家关于企业防尘监测和接尘工人按期体检的规定 , 并继续加

强宣传教育工作 , 将我市尘肺防治工作做好 , 确保广大工人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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