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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9年广东省新发尘肺病特点分析和防治重点探讨
温贤忠 , 黄永顺 , 金佳纯 , 丘创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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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浅析 2006— 2009年广东省新发尘肺发病特点 , 寻找防控对策。方法　运用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

系统 , 收集 2006年 1月至 2009年 12月期间广东省报告的新发尘肺病例资料 , 按病种 、 地区分布 、 行业分布 、 企业性

质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　2006— 2009年广东省新发病例 517例 , 呈逐年上升趋势;男性病例 506例 , 占 97.9%, 女

性病例 11例 , 占 2.1%, 病例中Ⅰ期尘肺 297例 (57.5%), Ⅱ期尘肺 165例 (31.9%), Ⅲ期尘肺 55例 (10.6%),

尘肺种类以矽肺为主 , 占 83.6%;病例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建筑业

等 , 私营企业占 48.4%;发病工种呈多样化分布 , 以磨工钻工最多 , 工厂其他工种也很突出;所有病例分布于 232家

企业中 , 其中 10家企业的新发病例超过 10例 , 最多的达到 73例。 结论　广东省尘肺新发病例仍然居多 , 且有上升

和群体性发病趋势 , 应加强尘肺病防治;监管和防治重点是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 、 非金属矿采选业等 , 同时应防控群

体性尘肺病事件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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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featuresofpneumoconiosisnewcasesreportedinGuangdongprovincefrom2006

to2009 anddiscussiononitskeycontrolmeasure
WENXian-zhong, HUANGYong-shun, JINJia-chun, QIUChuang-yi

(GuangdongProvincialPreventionandTreatmentCenterforOccupationalDisease, Guangzhou5103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analyzethefeaturesofpneumoconiosisnewcasesreportedinGuangdongprovincefrom2006 to

2009 forfindingitskeycontrolmeasure.MethodsPneumoconiosisnewcasesfromJanuary2006 toDecember2009 reportedin

Guangdongprovincewascollected, thenwhichwerefurtheranalyzedaccordingtothediseasecategories, geographicaldistribu-

tion, industrialdistributionandenterprisepropertyetc.ResultsItwasshowedthattherewere517pneumoconiosisnewcasesre-

portedduringpast4 yearsinGuangdongprovince, presentedarisingtrendwithyears.Amongthesecases, 506 cases

(97.9%)weremale, femalewere11 cases(2.1%);297 cases(57.5%)werestageⅢ , 165 (31.9%)werestageⅡ ,

and55 (10.6%)werestageⅠ ;83.6%weresilicosis.Thecasescamefrom232factoriesinPearlRiverDeltadistrict, espe-

ciallythemanufacturing, non-metallicdressing, non-metallicmineralproductsindustryandconstructionindustry;48.4%were

fromprivateenterprises.Amongthem, tenfactoriesreportedmorethan10 newcases, andoneevenreported73 newcases.

Theanalysisonjobcategoriesshowedthemajorityweregrinders.ConclusionsPneumoconiosisisstillthemostcommondisease

inGuangdongprovince, themorbidityincreasedobviouslyinrecentyears.Therefore, thecontrolmeasuresshouldbefurther

strengthenedurgently, andthefocuswouldbeputonthemanufacturingandnon-metallicminingindustriesinPearlRiverDelta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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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肺是危害粉尘作业工人的主要职业病。目前 , 我国是

世界上尘肺病人最多的国家。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经济机构和产业机构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 除了国有企业以外 , 还出现了大量的三资企业 (外

商独资 、 中外合资 、 中外合作企业)、 民营企业 、 私营企业。

2005年后 , 广东省逐步关闭了省内所有煤矿。为了解这种新

形势下广东省尘肺病的发病特点 , 我们对 2006 ～ 2009年广东

省新发尘肺病例进行调查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的广东省尘

肺病新发病例 , 在 2006年 1月 1日— 2009年 12月 31日期间 ,

广东省各职业病诊断机构依据 《尘肺病诊断标准》 诊断的新

发病例。调查内容包括各工业系统的所有企业报告的新诊断

的病例。

1.2　方法

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之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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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 , 收集广东省内新发尘肺病数据 , 所有病例的资料通

过 Excel和 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1.1　系统查询结果和病例基本情况　通过系统查询到新发

病例 517例 , 男性 506例 (97.9%)、 女性 11例 (2.1%);

Ⅰ期尘肺男性 293例 、 女性 4例;Ⅱ期尘肺男性 159例 、 女性

6例;Ⅲ期尘肺男性 54例 、 女性 1例。

2.1.2　新发病例年龄特征　病例集中在 25 ～ 54岁 , 最多的

是 35 ～岁年龄组 , 占 52.4%。详见表 1。

表 1　不同年龄组别新发病例情况

年龄

(岁)

Ⅰ期尘肺

例数
构成比

(%)

Ⅱ期尘肺

例数
构成比

(%)

Ⅲ期尘肺

例数
构成比

(%)

合计

例数
构成比

(%)

15 ～ 6 85.7 1 14.3 — — 7 1.4

25 ～ 82 68.9 28 23.5 9 7.6 119 23.0

35 ～ 151 55.7 95 35.1 25 9.2 271 52.4

45 ～ 41 51.3 26 32.5 13 16.3 80 15.5

55 ～ 11 52.4 7 33.3 3 14.3 21 4.1

60 ～ 1 12.5 5 62.5 2 25.0 8 1.5

65 ～ 5 45.5 3 27.3 3 27.3 11 2.1

合计 297 57.5 165 31.9 55 10.6 517 100

2.1.3　接尘工龄情况　根据系统设置 , 分为 5个工龄段。新

发病例集中在 <5年 、 5 ～ 9年和 10 ～ 19年三个工龄段 , 详见

表 2。

表 2　不同接尘工龄新发病例情况

工龄(年) Ⅰ期尘肺 Ⅱ期尘肺 Ⅲ期尘肺 合计

<5 45 41 18 104

5 ～ 9 132 69 22 223

10 ～ 19 102 52 12 166

20 ～ 29 15 3 2 20

≥30 3 — 1 4

2.1.4　新发病例工种分布情况　发病人数最多的工种是磨钻

工和工厂其他工种 (包括操作工 、 打砂工 、 雕刻工 、 原料工 、

管理员和保安等 30多个工种), 详见图 1。

2.1.5　发病企业分布情况　517例病例分布于 232家企业中 ,

发病人数为 1例的企业 170家 , 2例的 26家 , 3例的 11家 , 4

例的 10家 , 6例的 3家 , 7例的 1家 , 9例的 2家;10例以上

的 10家 , 其中最多的是珠三角的一家宝石加工企业 , 发生 73

例。发生 10例以上的企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企业 (采石场)

有 5家 , 制造业企业有 4家 , 建筑行业 1家。

2.1.6　新发病例年份分布特点　2009年发病人数最多 , 2006

年发病人数最少 , 2006年至 2009年呈上升趋势 , 见图 2。

2.2　尘肺病种构成

尘肺以矽肺为主 , 占 83.6%。其他尘肺包括磨工尘肺 、

金属混合尘肺 、 塑料混合尘肺 、 铜矿砂尘肺等 , 详见表 3。

图 1　发病工种分布情况

图 2　2006年至 2009年新发病例分布

2.3　地区分布情况

珠三角地区 (由广州 、 深圳 、 佛山 、 珠海 、 东莞 、 中山 、

惠州 、 江门 、 肇庆 9个城市组成 , 简称 “珠三角”)病例数最

多 , 粤东地区 (汕头 、 潮州 、 揭阳 、 汕尾和梅州等城市)病

例数最少 , 见图 3。

表 3　新发病例的尘肺病种类

尘肺病种 例数 百分比 (%)

矽肺 432 83.6

陶工尘肺 18 3.5

电焊工尘肺 10 1.9

碳黑尘肺 9 1.7

煤工尘肺 5 1.0

水泥尘肺 4 0.8

滑石尘肺 1 0.2

其他尘肺 3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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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地区新发病例分布

2.4　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分布主要是制造业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和建筑业等 , 其中制造业中以宝石加工业最多见 , 见

图 4。

图 4　不同行业新发病例分布

2.5　用人单位经济类型情况

私营企业新发病例 250例 , 占 48.4%;其次是港澳台商

独资企业 , 占 21.3%;国有股份有限公司 , 占 11.0%。详见

图 5。

图 5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病例数分布情况

3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 , 2006年至 2009年我省尘肺新发病例有上

升趋势 , 与肖海云 [ 1]报道 1996— 2000年尘肺病发病情况相

似 , 即新发病例以男性为主 , Ⅰ 期尘肺所占比例最大 , 发病

年龄集中在 25 ～ 54岁之间 , 有年轻化的趋势。 接尘工龄 <5

年和 5 ～ 9年占一定比例 , 发病工龄也有缩短的迹象。新发尘

肺病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 (占 48.4%), 新发尘肺病工种呈多

样化分布 , 以磨钻工为最多 , 工厂的其他工种也很突出;尘

肺病病种以矽肺为主 , 占了总发病例数的 83.6%, 其他尘肺

占 7.4%, 煤工尘肺仅占 1.0%, 这与 1996— 2000年广东省尘

肺的病种构成不同 [ 1] , 也与全国 1991年至 2001年尘肺病有半

数以上为煤工尘肺 [ 2]的特点有所不同。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可能是:(1)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的私营企业 、 三资企业迅速

发展 , 尤其是珠宝玉石加工 、 石场开采 、 陶瓷制造 、 建筑等

存在粉尘危害的私营企业数量增多 , 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对职

业危害因素认识不够及守法意识薄弱 , 加上职业卫生监管不

到位 , 防护措施难以落实 , 导致尘肺病多发;(2)与传统企

业相比 , 私营企业 、 三资企业的生产工艺多样 , 其工种也多

样 , 造成发病工人工种构成与传统不同;(3)2005年 “ 8· 15

兴宁矿难” 后我省逐步关闭境内所有煤矿 , 接触煤尘的工人

数量减少 , 另外随着我省产业结构的调整 , 用工制度改变以

及农民工的流动性大等因素 , 接触粉尘危害劳动者构成发生

变化 , 可能是我省尘肺的病种结构发生改变的原因。

本次调查发现 , 新发病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制造

业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建筑业等 , 与全

国新发尘肺集中在煤炭 、 建材和冶金行业的情况不一样 [ 3] 。

原因是珠三角地区集中了我省的大量企业 , 且以三资企业 、

私营企业居多 , 这些企业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另外 , 私营

企业在职业危害因素方面没能全面做好防护工作 , 包括经营

者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不足 , 对职业危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损

害认识不足 , 为节省成本对职业病防治的投入不足等也是造

成尘肺病高发的原因。从资料显示 , 制造业 、 非金属矿采选

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建筑业的企业也容易发生群体性尘

肺病例 , 在发病企业的分布中发现 , 发生 10例以上病例的企

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企业 (主要为采石场)有 5家 , 制造业

企业 (主要为宝石加工企业)有 4家 , 建筑行业 1家。一旦

对这类行业的企业接尘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往往会发现

同一个企业有大量的疑似尘肺病例 。例如我们对珠三角的一

家宝石加工企业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 , 4年间新发

病例达 73例。 群体性尘肺病事件经常引发劳动者的过激行

为 , 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 提示我省防治尘肺病危害 ,

应重点监管该类企业。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 我省的新发尘肺病例数依然较高 ,

职业病危害形势严峻 , 同一个企业发生群体性职业病病人的

现象在近几年仍时有发生 , 珠三角地区私营企业 、 三资企业

中宝石加工 、 石场等行业是广东省加强尘肺病防治的重点;

职业病防治部门应重点加强粉尘接触人员相关防治知识的宣

传 , 加强相关企业的监督管理和防控工作力度 , 尽量减少尘

肺病危害的发生 , 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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