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信和自我价值感，及时地疏泄与调适不良情绪，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面对疾病，对治疗会产生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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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 2006—2010 年新发尘肺病例分析

Analysis of new pneumoconiosis cases in Huangshi city from 2006 to 2010

陈海莲1，纪托2，周旋3，黄敏3，凌瑞杰3，孙强国1，孙敬智3

CHEN Hai-lian1，JI Tuo2，ZHOU Xuan3，HUANG Min3，LING Rui-jie3，SUN Qiang-guo1，SUN Jing-zhi3

( 1． 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黄石 435002; 2． 大冶有色金属公司总医院，湖北 黄石 435004; 3． 湖北省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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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6—2010 年，黄石市报告新发尘肺病例1255例，

主要分布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其中以掘进工和采煤工发病
为主，94. 21%的病例为煤工尘肺和矽肺，煤工尘肺居多; 贰
和叁期新发尘肺病例比壹期尘肺发病年龄较早，发病工龄也
较短。新发尘肺病例 90%以上为壹期，超过一半以上由体检
机构发现后经诊断报告。黄石市尘肺病危害形势很严峻，尘
肺种类以煤工尘肺为主，具有行业、区域聚集性，尘肺诊断
期别越高，发病工龄越短，开始接尘年龄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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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是指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而引起的以

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1］。为掌握黄石市近

年来尘肺病的发病特点，本文对 2006—2010 年黄石市疾控中

心新发尘肺病网络直报系统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2006—2010 年，由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并经职

业病网络直报系统上报的新发尘肺病例资料。将此资料中的

基本信息导出，建立 Excel 数据库。发病日期以确诊尘肺日期

为准，开始接尘年龄、发病工龄、发病年龄以周年计算，月

数折算为年数。
计量资料采用 x ± s 表示，运用 SAS9. 1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处理。不同接尘年代患者的发病年龄、平均发病工龄、
发病潜伏期的比较进行方差分析; 不同组别之间率的比较用

卡方检验，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尘肺病例基本情况

2006—2010 年黄石市共诊断尘肺新发病例1255例，其中

男性1242例( 98. 96% ) 、女性 13 例( 1. 04% ) ; 平均发病年龄

59 岁，大多数诊断尘肺患者来源于体检机构，占总病例的

58. 88% ( 739 例) ，其余 41. 12% ( 516 例) 患者来源于诊断机构。
2. 2 尘肺病种构成及行业、地区分布

按尘 肺 病 种 类 分， 煤 工 尘 肺 居 首 位， 有 1117 例

( 89. 00% ) ，其次是矽肺 127 例 ( 10. 12% ) ，水泥尘肺 10 例

( 0. 80% ) ，铸工尘肺 1 例 ( 0. 08% ) ，见表 1。按行业划分，

多数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1227例，其次为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13 例，其余行业 15 例 ( 表 2) 。按行政区域划

分，1170例 ( 93. 2% ) 分布在西塞山区 ( 表 3) 。
表 1 2006—2010 年黄石市新发尘肺病例构成

尘肺病种 尘肺诊断例数 构成比( % )

煤工尘肺 1117 89. 00

矽肺 127 10. 12

水泥尘肺 10 0. 80

铸工尘肺 1 0. 08
合计 1255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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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6—2010 年黄石市新发尘肺病例行业分布

行业分布 尘肺诊断例数 构成比 ( % )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227 97. 7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3 1. 0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 0. 3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 0. 24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 1 0. 08

建筑业 1 0. 0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 0. 08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1 0. 08

农、林、牧、渔业 1 0. 0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 0.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 0. 08

住宿和餐饮业 1 0. 08
合计 1255 100. 0

表 3 2006—2010 年黄石市新发尘肺病例地区分布

行政区域 例数 构成比 ( % )

西塞山区 1170 93. 23

阳新县 49 3. 90

大冶市 20 1. 59

下陆区 13 1. 04

铁山区 2 0. 16

黄石港区 1 0. 08
合计 1255 100. 0

2. 3 尘肺病工种分布

1255例新发尘肺病例中，工种排在前四位的依次为主掘

进工、纯掘进工、主采煤工、纯采煤工，占总病 例 81. 6%
( 表 4) 。

表 4 2006—2010 年黄石市新发尘肺病例工种分布情况

工种 例数 构成比( % ) 工种 例数 构成比( % )

主掘进工 414 33. 0 煤矿混合工 99 7. 9
纯掘进工 238 19. 0 搬运工 53 4. 2
主采煤工 237 18. 9 其他工种 80 6. 4
纯采煤工 134 10. 7 合计 1255 100

2. 4 尘肺诊断分期及并发症

新发尘肺病例中合并肺结核的有 155 例 ( 占 12. 4% ) 。将

尘肺诊断分期，壹期尘肺1133例，合并肺结核的有 141 例;

贰期尘肺 92 例，合并肺结核有 12 例; 叁期尘肺 30 例，合并

肺结核仅 2 例。将各期尘肺合并肺结核率进行卡方检验，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 0. 945，P = 0. 623) 。
2. 5 不同期别尘肺开始接尘年龄、发病年龄和发病工龄比较

由表 5 可知，1255例尘肺患者的平 均 开 始 接 尘 年 龄 为

( 24. 75 ± 7. 78) 岁，贰、叁期开始接尘年龄均比壹期晚 ( P ＜
0. 01) 。尘肺患者 发 病 年 龄 主 要 分 布 于 50 ～ 70 岁 ( 表 6 ) ，

贰、叁期发病年龄均比壹期早 ( P ＜ 0. 05 和 P ＜ 0. 01 ) ，发病

工龄均比壹期短 ( P ＜ 0. 01) 。将贰期和叁期尘肺患者的开始

接尘年龄、发病工龄、发病年龄分别进行 t 检验，结果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表 5 2006—2010 年黄石市新发尘肺各期病例开始接尘

年龄、发病工龄、发病年龄比较 ( x ± s)

分期 开始接尘年龄( 岁) 发病年龄( 岁) 发病工龄( 年)

壹期 23. 75 ± 6. 47 59. 64 ± 9. 25 25. 84 ± 8. 85
贰期 33. 97 ± 11. 84＊＊ 52. 81 ± 7. 73＊＊ 15. 82 ± 10. 61＊＊

叁期 33. 99 ± 11. 96＊＊ 55. 87 ± 7. 21* 15. 50 ± 9. 97＊＊

合计 24. 75 ± 7. 78 59. 05 ± 9. 29 24. 86 ± 9. 49

注: 与壹期尘肺相比，* P ＜ 0. 05，＊＊P ＜ 0. 01。

表 6 2006—2010 年黄石市新发尘肺诊断年龄的分布

诊断年龄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 % )

30 ～ 14 2 0 16 ( 1. 3)

40 ～ 149 28 7 184 ( 14. 7)

50 ～ 386 52 11 449 ( 35. 8)

60 ～ 426 6 12 444 ( 35. 4)

70 ～ 158 4 0 162 ( 12. 9)

合计 1133 92 30 1255 ( 100)

3 讨论

2006—2010 年黄石市共诊断1255例新发尘肺患者。同期

长沙市共诊断尘肺新病例 159 例［2］，泉州市新发 101 例［3］，

镇江市 390 例［4］。以上这几个城市新发尘肺病例数还不足黄

石市的 1 /3。由此表明，黄石市尘肺病危害形势很严峻，尘肺

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
新发尘肺病例 90% 以上为壹期，超过一半由体检机构发

现后经诊断报告。邹华曾报道浙江省 2006—2009 年尘肺病例

直接由诊断机构报告病例较体检机构多［5］，与本资料数据相

比，表明黄石市煤矿企业对接尘人员职业健康体检 ( 作为尘

肺的二级预防) 比较重视，与当地相关职能部门监督执行力

度密不可分，但仍需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尘肺种 类 以 煤 工 尘 肺 为 主，具 有 行 业、区 域 聚 集 性。

2010 年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 不包括西藏)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尘肺报告统计，新发尘肺病23 812例，其中

94. 21%的病例为煤工尘肺和矽肺。大部分病例分布在煤炭行

业［6］。由于黄石市的地域特色，具有极其丰富的煤矿资源，

所以西塞山区煤工尘肺居多，主要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其

中以掘进工和采煤工发病为主。新发病例中主掘进工占 33%，

纯掘进工占 19%，主采煤工占 18. 9%，纯采煤工占 10. 7%，

表明掘进工诊断为尘肺者居多，其原因可能是我市煤矿多属

“蜂窝煤”，矿层分散，对于煤矿的开采也较为分散，小煤矿

居多，煤矿开采巷道空间小，掘进作业面粉尘浓度高，通风

差，另外工人自我防护意识较薄弱，故接触粉尘浓度较其他

工种高。
新发尘肺病例主要集中在 50 ～ 70 岁之间，60 岁以上新发

病例占 48. 3%，而 60 岁以上工人，多为已脱离粉尘作业的退

休工人，表明尘肺发病缓慢、病程较长，接触粉尘的工人多

在 15 ～ 20 年后才发生尘肺。所以工人在脱尘以后，仍应进行

离岗后医学随访检查。
尘肺诊断期别、发病工龄与开始接尘年龄有一定关联。

本资料中，贰和叁期新发尘肺病例比壹期尘肺发病年龄较早，

发病工龄也较短。这一差别是由接尘工人在开始接尘时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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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状态决定，还是含有其他混杂因素，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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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铅冶炼厂职业病危害调查与防护对策

Investigation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a lead smelting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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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规范对某铅冶炼厂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

重点对铅、砷、镉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调查结果表
明该铅冶炼厂存在较严重的铅、砷、镉污染，作业人员血铅、
发砷、尿镉超标现象严重，应尽快采取积极有效的职业病危
害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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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某铅冶炼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特征和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效果，更好地控制铅冶炼行业职业接触人群的

健康损害，对某铅冶炼厂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和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对某 10 万 t /年的铅冶炼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生产规

模、工艺流程、职业卫生管理等情况进行现场询问调查，按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 GBZ159—
2004) 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 GBZ188—2007 ) 对职

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重点对铅、砷、镉接触作业工人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铅、砷、镉、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砷化氢、噪声、粉

尘等化学有害因素的评价，依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噪声评价依照《工作场所

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进行。数据结

果采用 SPSS13. 0 软件进行资料统计分析。
2 结果

2. 1 企业概况

该铅冶炼厂是我国大型有色金属采、选、冶联合公司下

属企业，目前在职职工 859 人，其中生产工人 731 人。企业

生产实行四班三运转制，每班 8 h。2008 年新建了 10 万 t /年

的铅冶炼系统生产线，主要产品为粗铅，副产品为硫酸、氧

化锌。
2. 2 生产工艺

该厂采用的是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富氧底吹冶炼技术，根

据该厂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布置的相对独立特征，划分为两

个评价单元，即铅冶炼系统单元和制酸系统单元。其主要原

材料铅精矿 ( PbS) 成分见表 1，简要工艺流程见图 1。
表 1 铅精矿的物相组成 %

PbS PbSO4 ZnS CuFeS2 FeS2 Fe7 S8 SiO2 其他

63. 37 1. 655 9. 121 3. 482 2. 778 9. 737 2. 480 7. 377

图 1 某冶炼厂简要工艺流程

2. 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 表 2)

2. 4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2. 4. 1 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 ( 表 3) 本次调查 8 个砷化

氢定点检测结果中，有 1 个点短时间接触浓度超过最高容许

浓度。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硫化氢、硫酸 ( 雾) 、氧化锌等

其他化学有害因素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2. 4. 2 噪声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的 14 个噪声作业岗位中，

有 3 个作业岗位 8 h 等效连续 A 声级超过 85 dB ( A) ，超标率

为 21. 4%，其中制氧空压机巡检工噪声 8 h 等效连续 A 声级

高达 99. 4 dB ( A) 。
2. 5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效果分析

该项目主要工序均由可编程控制器 ( PLC) 系统自动控

制，尽量将操作人员与有毒有害物品隔离开，产生毒物的车

间采取机械通风排毒设施。调查发现，底吹炉进料处抽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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