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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某区 10 年间新发的 119 例尘肺病例，了解尘肺病例的发病特征，为预防和控制尘肺提供

实践依据。方法 收集和整理某区 10 年间收到的尘肺病例职报卡，将职报卡上的内容录入 EpiData3. 1 数据库，运用

SPSS13. 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某区 10 年间新发尘肺病例 119 例，其中男性 107 例、女性 12 例。发病

人数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铸工尘肺、矽肺和电焊工尘肺。男性尘肺患者的发病年龄集中在 40 ～ 60 岁之间，平均发病年

龄 ( 50. 95 ± 13. 47) 岁，女性尘肺患者发病年龄集中在 50 ～ 60 岁之间，平均发病年龄 ( 59. 50 ± 11. 37) 岁。约有四

分之一的尘肺病例是在退休后被诊断的。男性平均接尘工龄 ( 19. 73 ± 11. 37) 年，女性平均接尘工龄 ( 16. 60 ± 9. 55)

年。有 3 个企业的累积尘肺病例多于 10 例。结论 某区历年均有新发尘肺病例，其中发病人数较多的是铸工尘肺、
矽肺和电焊工尘肺，尘肺病例仍是严重威胁工人健康最常见的职业病。尘肺病例的发病年龄均集中在 40 岁以后，最

短平均接尘时间为 16. 60 年，并且尘肺病例的发生有明显的企业集聚现象。因此，应进一步加强企业的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以有效预防和控制尘肺病例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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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cidence pattern of 119 pneumoconiosis new cases
WANG Hai-qing* ，WANG Pei-li，BAI Jie，LIU Ji-qian，JIN Zu-hua，SU Hua-lin，ZHAO Qian-kui

( * ． Minhang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hanghai 2011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d the incidence pattern of pneumoconiosis through analyzing those new cases occurred
in a district during a decade，thereby providing a practical evidence for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Collect the report
cards about pneumoconiosis occurred in a district in Shanghai during ten years． Then，the related contents were recorded into
database of EpiData 3. 1 and analyzed with SPSS 13. 0 statistic tool． Results There were 119 new cases of pneumoconiosis in
total occurred in a certain district in Shanghai during that ten years． Among of them 107 were male and the leading three types
were foundry workers' pneumoconiosis，silicosis and electric welder's pneumoconiosis respectively． The onset ages in male pa-
tie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from 40 to 60 y，the average onset age was ( 50. 95 ± 13. 47) y; while，in female the peak ages
were from 50 to 60 y，and the average onset age was ( 59. 50 ± 11. 37) y，actually，about a quarter of those cases were diag-
nosed after their retirement． The average year of dust exposure length of male cases was ( 19. 73 ± 11. 37) y，while the female
was ( 16. 60 ± 9. 55) y． There were three enterprises accumulated more than ten cases of pneumoconiosis． Conclusion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ew cases of pneumoconiosis occurred in a certain district of Shanghai each year during surveyed dec-
ade． Among them the three leading pneumoconiosis types were foundry wokers' pneumoconiosis，silicosis and electric welder's
pneumoconiosis，respectively，suggesting pneumoconiosis is still a most common and severe hazardous occupational disease that
greatly affected the health of workers． The onset age mainly was older than 40 years，the shortest dust-exposure length was
16. 60 years． Furthermore，there was some enterprise-accumulation phenomenon，the incidence of occupational dust lung disea-
ses occurred concentrically in the same company． Therefore，as a conclusion，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further the adminis-
tr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enterprises for efficiently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pneumocon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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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是生产工人在生产活动中长期吸入粉尘所致

的以肺组织纤维性病变为主的一类疾病［1］，目前尚

无有效的治疗手段。据卫生部职业病报告统计数据显

示，目前尘肺仍是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工人健康最突出

的一大类职业病［2］。因此，适时了解和分析新发尘

肺病的病例特征，为探讨有效预防和控制尘肺病例的

策略和方法提供实践依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研究收集了某区近 10 年间 119 例新发尘肺病

病例，并对其病例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报

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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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收集和整理某区疾控中心自 2000 年 10 月 1 日始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收到的所有 《尘肺病例报告

卡》，以近十年间全区所有被确诊的新发尘肺病例作

为研究对象。所有被诊断的尘肺病例均为实际经营地

在本区的生产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尘肺病例的诊断机

构为本市获得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尘肺病例

的 诊 断 标 准 包 括 GB5906—1997，GBZ 70—2002，

GBZ 70—2009。
1. 2 方法

1. 2. 1 病例资料分类 对十年间收集到的所有尘肺

病例报告卡进行筛选，剔除晋级和死亡病例报告卡，

找出十年间所有新诊断的尘肺病例报告卡共 119 例，

逐一核查尘肺病例报告卡的内容，发现有项目不全

者，结合职业卫生档案和电话调查，补齐尘肺病例报

告卡的所有信息。
1. 2. 2 数据统计处理 将整理后历年确诊的尘肺新

病例输入 EpiData3. 1 数据库，运用 SPSS13. 0 对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2. 1 尘肺病例人口学特征分析

2. 1. 1 不同性别新发尘肺病例发病年龄频段分布

某区 10 年间累计确诊尘肺病例 119 例，其中男性尘

肺病例 107 例、女性尘肺病例 12 例。新诊断病例发

病时的年龄: 壹期为 ( 52. 08 ± 13. 45 ) 岁 ( 26 ～ 93
岁) ，贰期为 ( 42. 80 ± 7. 66 ) 岁 ( 34 ～ 52 岁) ，叁

期为 ( 59. 50 ± 24. 75) 岁 ( 42 ～ 77 岁) 。男性尘肺病

例中年龄最小的 26 岁，最大的 93 岁，平均发病年龄

( 50. 95 ± 13. 47) 岁。女性尘肺病例中年龄最小的 43
岁，最大的 79 岁，平均发病年龄 ( 59. 50 ± 11. 37 )

岁。从表 1 可见，男性尘肺患者的发病年龄集中在

40 ～ 60 岁之间，女性尘肺患者发病年龄集中在 50 ～
60 岁之间，且不论男女，均有约四分之一的患者退

休后仍被诊断为尘肺。
表 1 不同性别新发尘肺病例发病年龄频段分布

年龄

( 岁)

男性 女性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 构成比% )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 构成比% )

＜ 30 3 0 0 3( 2. 8) 0 0 0 0( 0. 0)

30 ～ 15 2 0 17( 15. 9) 0 0 0 0( 0. 0)

40 ～ 33 2 1 36( 33. 6) 2 0 0 2( 16. 7)

50 ～ 27 1 0 28( 26. 2) 7 0 0 7( 58. 3)

≥60 22 0 1 23( 21. 5) 3 0 0 3( 25. 0)

合计 100 5 2 107( 100) 12 0 0 12( 100)

2. 1. 2 不同性别新发尘肺病例接尘工龄频段分布

男性尘肺病例中最短的接尘工龄 1. 6 年，最长的接尘

工龄 46 年，平均接尘工龄 ( 19. 73 ± 11. 37 ) 年; 女

性尘肺病例中最短的接尘工龄 0. 6 年，最长的接尘工

龄 30 年，平均接尘工龄 ( 16. 60 ± 9. 55 ) 年，男性

尘肺病例中直接诊断为矽肺叁期 1 例，矽肺贰期 2
例，煤工尘肺叁期 1 例，煤工尘肺贰期 1 例，铸工尘

肺贰期 1 例和混合性尘肺贰期 1 例。女性尘肺病例均

为壹期。新诊断病例发病时的平均接尘工龄: 壹期为

( 19. 84 ± 11. 25 ) 年 ( 1 ～ 46 年) ，贰期为 13. 84 年

( 3 ～ 22 年) ，叁期为 ( 9. 05 ± 9. 83) 年 ( 2 ～ 16 年) 。
从表 2 可见，随着接尘时间的累积增加，男性患尘肺

的比例呈增长趋势，但接尘时间积累到 30 年以后，

男性患尘肺的人数反而减少。接尘时间在 10 ～ 20 年

之间的女性被诊断为尘肺的人数比较多。
表 2 不同性别新发尘肺病例接尘工龄频段分布

接尘

工龄

( 年)

男性 女性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 构成比% )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 构成比% )

＜ 1 0 0 0 0 1 0 0 8. 3

1 ～ 9 1 1 10. 3 0 0 0 0

5 ～ 13 1 0 13. 1 1 0 0 8. 3

10 ～ 12 0 0 11. 2 3 0 0 25. 0

15 ～ 12 1 1 13. 1 3 0 0 25. 0

20 ～ 19 2 0 19. 6 1 0 0 8. 3

25 ～ 10 0 0 9. 3 1 0 0 8. 3

30 ～ 21 0 0 19. 6 2 0 0 16. 7

≥40 4 0 0 3. 7 0 0 0 0

合计 100 5 2 100 12 0 0 100

2. 1. 3 男、女不同类型尘肺新发病例发病年龄、接尘

工龄比较 从表 3 可见，男性石棉肺、铸工尘肺和炭黑

尘肺的平均发病年龄均大于 64 岁，其中石棉肺的平均

发病年龄最高为 ( 69. 16 ± 13. 50 ) 岁，男性混合型尘

肺、水泥尘肺和电焊工尘肺的平均发病年龄介于 41 ～
50 岁之间，其中混合型尘肺的平均发病年龄最低为

( 41. 60 ± 5. 60 ) 岁。男性铸工尘肺、石棉肺和水泥尘

肺的平均接尘工龄大于 20 年，其中铸工尘肺平均接尘

工龄为最高( 23. 10 ± 11. 13) 年; 平均接尘工龄最短的

尘肺为混合型尘肺( 9. 56 ± 7. 02) 年; 其次为铁尘肺平

均接尘工龄为 12 年; 矽肺、电焊工尘肺、煤工尘肺、石
墨尘肺和炭黑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比较接近，介于

( 17. 00 ± 7. 07) 年和( 18. 93 ± 12. 01 ) 年之间。男性和

女性铸工尘肺、石棉肺发病年龄近似，T 检验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男性和女性铸工尘肺、石棉肺接尘工龄近

似，T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2 年 2 月第 25 卷第 1 期 Chinese J Ind Med Feb 2012，Vol． 25 No． 1



表 3 男、女不同类型新发尘肺发病年龄和接尘工龄比较

尘肺种类
平均发病年龄( 岁) 平均接尘工龄( 年)

男 女 T 值 P 值 男 女 T 值 P 值

铸工尘肺 66. 78 ± 14. 83 63. 25 ± 14. 52 0. 464 0. 644 23. 10 ± 11. 13 14. 00 ± 7. 83 1. 608 0. 112
矽肺 59. 53 ± 18. 36 43 — — 17. 05 ± 9. 86 12. 5 — —
电焊工尘肺 49. 73 ± 17. 65 54 — — 18. 93 ± 12. 01 32 — —
石棉肺 69. 16 ± 13. 50 67. 68 ± 10. 55 0. 589 0. 557 21. 50 ± 9. 00 18. 41 ± 8. 60 1. 715 0. 090
煤工尘肺 54. 82 ± 15. 17 无 — — 18. 18 ± 4. 02 无 — —
混合型尘肺 41. 60 ± 5. 60 无 — — 9. 56 ± 7. 02 无 — —
水泥尘肺 47. 25 ± 3. 78 无 — — 20. 88 ± 3. 33 无 — —
石墨尘肺 50. 00 ± 1. 41 无 — — 17. 00 ± 7. 07 无 — —
炭黑尘肺 64. 00 ± 14. 94 无 — — 17. 90 ± 3. 78 无 — —
铁尘肺 53 无 — — 12 无 — —

2. 1. 4 男女不同类型新发尘肺病例数顺序分布 从

表 4 可见，某区 10 年间共新发 10 种不同类型的尘

肺，其中铸工尘肺、矽肺和电焊工尘肺的发病人数居

男性病例数的前三位。石棉肺、铸工尘肺的发病人数

居女性病例数的前二位。且女性的发病人数远远少于

男性，提示男性是容易发生职业病的重点人群。
2. 2 尘肺病例企业集聚现象分析

从表 5 可见，单个企业累计新发尘肺病例最多的

可达到 19 例，其中有 3 个企业累计新发尘肺病例超

过 10 例。尘肺病例多发的企业特征为以中小型、国

营、制造业为主。某铸造厂新发病例 19 例，其中铸

工尘肺 16 例，电焊工尘肺 2 例，矽肺 1 例。某重型

机器厂新发病例 14 例，其中铸工尘肺 7 例，电焊工

尘肺 2 例，矽肺 3 例，铁尘肺 1 例，混合型尘肺 1
例。某水泥厂新发病例 6 例，其中水泥尘肺 4 例，矽

肺 2 例。某电机厂新发病例 6 例，其中电焊工尘肺 1

例，铸工尘肺 2 例，矽肺 2 例，煤工尘肺 1 例。提示

尘肺病例的发生表现出明显的企业集聚现象，即同一

企业出现多例新发尘肺病例。
表 4 男、女不同类型新发尘肺病例数顺序分布

尘肺种类
男性 女性

例数 顺位 例数 顺位

铸工尘肺 33 Ⅰ 2 Ⅱ

矽肺 24 Ⅱ 1 Ⅲ

电焊工尘肺 18 Ⅲ 1 Ⅲ

石棉肺 10 Ⅳ 8 Ⅰ

煤工尘肺 8 Ⅴ 0

混合型尘肺 5 Ⅵ 0

水泥尘肺 4 Ⅶ 0

石墨尘肺 2 Ⅷ 0

炭黑尘肺 2 Ⅸ 0

铁尘肺 1 Ⅹ 0

合计 107 12

表 5 尘肺病例企业集聚特点分析

典型企业
同一企业

累计病例数

具有相同

病例厂数

企业规模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国营 民营 中外合作 独资 制造业 发电厂 化工

某汽轮机厂 19 1 1 1 1
某重型机器厂 15 1 1 1 1
某石棉厂 14 1 1 1 1
某电机厂 6 2 1 1 2 2
某冷焊厂 3 6 3 3 3 1 2 4 2
某磨料磨具厂 2 6 1 3 2 3 2 1 4 1 1

合计 59 17 4 7 6 11 3 2 1 13 3 1

3 讨论

某区 10 年间累计新发尘肺病例 119 例，历年均

有新发尘肺病例，其中发病人数较多的是铸工尘肺、
矽肺和电焊工尘肺，尘肺病例仍是严重威胁工人健康

最常见的职业病。119 例新发病例中，112 例为壹期，

5 例首次诊断即为贰期，2 例首次诊断即为叁期，这

一现象在其他研究中也有报道［3，4］。说明部分企业的

健康监护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和诊

断尘肺。建议国家职业健康安全监管部门加强对企业

健康监护工作的监管，保障接尘工人的健康权益。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从接触粉尘开始到发病，均

有一定的潜伏期。其中男性尘肺最短接尘工龄为 1. 6
年，最长接尘工龄为 46 年，平均接尘工龄为 19. 73
年。这一结果与全国部分地区的研究报道近似［5，6］。
女性尘肺最短接尘工龄为 0. 6 年，最长接尘工龄为

30 年，平均接尘工龄为 16. 60 年。不论男性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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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尘工人，随着接尘时间的增长，其患尘肺的比例呈

上升趋势，男性接尘工人发病高峰通常集中在接尘

20 ～ 25 年之间，女性接尘工人的发病高峰通常集中

在接尘 10 ～ 20 年之间。不同期别的尘肺病例平均接

尘工龄不同，其中壹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最长，约

为 19 年，叁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最短，不足 10
年，贰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约为 13 年。本次研究

呈尘肺的期别越高，平均接尘工龄越短，其原因可能

与贰期和叁期尘肺的样本数量较少，且缺乏尘肺病例

现场粉尘暴露程度的数据有关。
本次研究结果还表明，不同类型尘肺的平均接尘

工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平均接尘工龄最短的

是混合型尘肺，平均接尘工龄不足 10 年; 其次为铁

尘肺，平均接尘工龄为 12 年; 平均接尘工龄最长的

是铸工尘肺，平均接尘工龄 23 年，矽肺、电焊工尘

肺、煤工尘肺、石墨尘肺和炭黑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

集中在 17 ～ 18 年，石棉肺和水泥尘肺的平均接尘工

龄集中在 20 ～ 21 年。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工

人累积接尘时间超过 30 年以后，患尘肺的比例反而

下降，这一现象在其他研究中也有报道［7］，但这一

现象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释。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尘肺病例年龄最小的只

有 26 岁，发病高峰集中在 40 ～ 60 岁之间，平均发病

年龄为 50 岁左右，这一结果与部分有关尘肺研究的

报道结果近似［8，9］。女性尘肺病例年龄最小的为 43
岁，发病高峰集中在 50 ～ 60 岁之间，平均发病年龄

为 60 岁左右。值得关注的是，约有四分之一的尘肺

病例是在退休后被诊断的，提示接尘工人即使脱离粉

尘接触，也有可能继续发展为尘肺。因此，建议政府

相关部门不仅应加强接尘工人在岗期间的职业性体

检，及时筛查尘肺病例，同时对于已脱离粉尘环境的

退休工人，也应持续进行健康监护，以便及时确诊尘

肺病例，保障接尘工人的健康权益。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尘肺病例的发生具有明显的

企业集聚现象，其中有 3 个企业的累积尘肺病例大于

10 例，其中最多的累计诊断 19 例尘肺病例。尘肺病

例多发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国营企业，主要分布在铸造

行业，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建议行政监管部

门加强对易发生和多次发生职业病的重点行业和重点

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的监管，预防和降低职业病的发

生，为劳动者创造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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