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人单位的管理，为劳动者合法、公正地进行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起到了强大的法律支持作用，降低了我市尘肺及职业中

毒的发病率，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也首次使职业病诊断工

作有法可依，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目前尘肺是我国，也是

我市主要的职业病，各种职业中毒及物理因素职业病仍时有

发生，职业病防治形势仍很严峻。为更好地做好职业病防治

工作，减少及消除职业病，我们应该更深入宣传《职业病防

治法》的内容及精神［3］，不断完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的

相关法规，做好职业病诊断标准与职业病健康监护的衔接，

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完备的法律及技术支持与保障。加强

劳动用工和劳动合同管理，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改进生产工艺，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提高劳动者

职业安全意识。政府、卫生行政、安全监督、社会保障部门

等多个部门通力合作，加强卫生监管。完善职业病诊断与治

疗网络体系，完善工伤保险体系，逐步增加设定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确保劳动者能得到切实的健康监护，及时地进行职

业病诊断及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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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1 年北京市某区尘肺发病分析
Analysis on incidence of pneumoconiosis during 2007—2011 in certain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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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北京市职业病网络报告系统收集某区 2007 至
2011 年新发尘肺病例，对其行业、发病年龄、接尘工龄、期
别、企业规模等特点进行分析。2007 年至 2011 年，北京市某
区报告新发尘肺总计 107 例，其中，陶工尘肺占 69. 16%，矽
肺占 14. 95% ; 分布以建材、交通运输、机械等行业为主，提
示应注重建材行业尘肺病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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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是我国最主要的职业病，约占职业病病人总数的

80%，近年平均每年报告新发 1 万多例，尘肺病往往难以治

愈，伤残率高，严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1］。
为此，我们对 2007—2011 年北京市某区职业病网络报告系统

报告的尘肺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便了解北京市某区尘肺发

病特点，为制定尘肺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2007—2011 年，经北京市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并依托职

业病网络报告系统报告的新发尘肺病例。
1. 2 方法

将尘肺个案信息资料由职业病网络报告系统以 Excel 电子

表格形式直接导出，根据尘肺报告卡个案信息，对北京市某

区尘肺患者所在行业、企业规模、年龄分布及尘肺发病年龄

和接尘工龄进行分析。
1. 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2. 0 统计软件计算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发病

年龄新发尘肺患者构成比，不同期别新发尘肺患者的发病年

龄和接尘工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法进行两两比

较。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007—2011 年北京市某区共报告新发尘肺病 107 例，其

中壹期 86 例、贰期 12 例、叁期 9 例; 陶工尘肺和矽肺占新发

病例数的 84. 11%。新发尘肺的平均发病年龄为 65. 21 岁，平

均接尘工龄 21. 54 年。
2. 1 新发尘肺的发病年龄、接尘工龄

2. 1. 1 新发尘肺的发病年龄 北京市某区 2007 年至 2011 年

新发尘肺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 60 岁以上，其构成比

占总发病人数的 62. 61%，其中 60 ～ 岁年龄组占 27. 10%，70
岁以上年龄组占 35. 51%，见表 1。

表 1 2007—2011 年北京市某区新发尘肺发病年龄

年龄 ( 岁) 壹期尘肺 贰期尘肺 叁期尘肺 合计

＜ 30 0 ( 0. 00) 7 ( 58. 33) 0 ( 0. 00) 7 ( 6. 54)

30 ～ 1 ( 1. 16) 3 ( 25. 00) 0 ( 0. 00) 4 ( 3. 74)

40 ～ 7 ( 8. 14) 2 ( 16. 67) 5 ( 55. 56) 14 ( 13. 08)

50 ～ 14 ( 16. 28) 0 ( 0. 00) 1 ( 11. 11) 15 ( 14. 02)

60 ～ 28 ( 32. 56) 0 ( 0. 00) 1 ( 11. 11) 29 ( 27. 10)

≥70 36 ( 41. 86) 0 ( 0. 00) 2 ( 22. 22) 38 ( 35. 51)

合计 86 ( 100. 00) 12 ( 100. 00) 9 ( 100. 00) 107 ( 100. 00)

注: 括号内数字为构成比 ( % ) 。

2. 1. 2 新发尘肺的接尘工龄 107 例中，最短发病接尘工龄

1. 83 年，最长发病接尘工龄 42. 33 年，平均发病接尘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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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54 ± 9. 40) 年，各期尘肺接尘工龄详见表 2。
表 2 各期尘肺接尘工龄比较 例

尘肺

期别

工龄分布 ( 年)

＜ 10 10 ～ 20 ～ 30 ～
合计

壹期 5( 5. 81) 33( 38. 37) 29( 33. 72) 19( 22. 09) 86( 80. 37)

贰期 1( 8. 33) 2( 16. 67) 4( 33. 33) 5( 41. 67) 12( 11. 21)

叁期 4( 44. 44) 2( 22. 22) 2( 22. 22) 1( 11. 11) 9( 8. 41)

合计 10( 9. 35) 37( 34. 58) 35( 32. 71) 25( 23. 36) 107( 100. 00)

注: 括号内数字为构成比 ( % ) 。

2. 1. 3 新发尘肺不同期别之间发病年龄、接尘工龄分析 北

京市某区新发尘肺患者叁期尘肺的发病年龄、接尘工龄明显

小于壹期和贰期，详见表 3。
表 3 不同期别新发尘肺患者的发病年龄和接尘工龄 ( x ± s)

期别 例数 发病年龄 ( 岁) 接尘工龄 ( 年)

壹期 86 66. 08 ± 10. 60* 21. 42 ± 8. 79
贰期 12 66. 75 ± 9. 85* 26. 61 ± 11. 65*

叁期 9 54. 78 ± 16. 21 15. 84 ± 9. 44

注: 与叁期尘肺相比，* P ＜ 0. 05。

2. 1. 4 新发尘肺不同性别之间发病年龄、接尘工龄分析 新

诊断的 107 例病例中，最小发病年龄 39 岁，最大发病年龄 87
岁，平均发病年龄 ( 65. 21 ± 11. 41) 岁; 其中男性 64 例，占

59. 81% ; 女性 43 例，占 40. 19%，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病

年龄、接尘工龄男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

表 4。
表 4 不同性别尘肺病患者发病年龄、接尘工龄的比较 ( x ± s)

性别 例数 发病年龄 ( 岁) 接尘工龄 ( 年)

男 64 63. 72 ± 12. 62 21. 36 ± 10. 82
女 43 67. 42 ± 9. 02 21. 80 ± 6. 87

2. 2 尘肺行业和企业分布

2007—2011 年北京市某区共有 10 个行业有新发尘肺报

告，其中建材、交通运输行业列前 2 位; 建材、交通运输行

业新 发 壹、贰 期 尘 肺 所 占 比 例 位 居 各 行 业 首 位，见 图 1。
2007—2011 年，新发尘肺患者主要分布于中型企业，5 年间

共报告新发尘肺 82 例，占 76. 63%，各期别新发尘肺患者人

数中型企业均位居首位，特别是壹、贰期尘肺，共报告新发

病例 78 例，占中型企业总病例数的 95. 12%。见图 2。

图 1 2007—2011 年北京市某区新发尘肺行业分布

2. 3 尘肺的企业经济类型分布和期别分布

某区新发的 107 例尘肺中，来自公有制企业 98 例，占

图 2 2007—2011 年北京市某区新发尘肺企业规模分布

91. 59% ; 非公有制企业 9 例，占 8. 41% ; 病例以陶工尘肺为

主，共 74 例 ( 69. 16% ) ; 其次为矽肺，共 16 例 ( 14. 95% ) 。
壹期尘肺中以陶工尘肺为主，共 66 例 ( 76. 74% ) ; 叁期尘肺

中以矽肺为主，占 55. 56%。
3 讨论

尘肺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一般具有潜伏期长、病情

进展不可逆转等特点［2］，对劳动者健康造成损害。通过对北

京市某区 2007—2011 年报告新发尘肺病例资料进行分析，我

们发现以下特点。
3. 1 新发尘肺以陶工尘肺、建材行业为主，与其他省份尘肺

发病类型［3，4］不一致。提示陶工尘肺为北京市某区的防治重点，

同时有必要对建材行业做深入调查，分析其尘肺高发原因。
3. 2 中型企业新发尘肺病患者所占比例较高，占 76. 63%，

而且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占 91. 59%，非公有制企业只占

8. 41%。提示应加大对中型企业的监管力度，同时应着重加

强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3. 3 新发尘肺病患者发病年龄呈现明显的负偏态分布，叁期

尘肺的发病年龄和接尘工龄明显低于壹、贰期尘肺，与尘肺

具有晚发性特点有关。提示用人单位应多关注退休人员的职

业健康检查; 同时应对出现叁期尘肺患者企业的作业场所中

粉尘浓度、防尘措施及接尘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情况等进行调

查，找出发病原因。
3. 4 新发尘肺病患者的平均接尘工龄为 ( 21. 54 ± 9. 40) 年，

与所报道的尘肺发病大部分集中在接尘 10 ～ 25 年，平均发病

接尘工龄 21. 4 年［5］一致。提示接尘在 10 ～ 25 年间为尘肺发

病的高发期，应特别重视该工龄段作业人员的职业性健康检

查，通过早检查、早发现疑似病例，采取及时调离粉尘作业

岗位等措施，避免或减少尘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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