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尤其是噪声超标严重的企业和作业场所进行监督管理& 督
促用人单位& 严格按照规定的用人单位的职责加强对噪声危
害场所的管理力度' 建议噪声危害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和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等

制度& 在对噪声的关键控制点安装噪声防护设施的前提下&
严格为职工采购( 发放舒适的护听器& 并通过教育培训& 使
职工了解到噪声对机体的危害性& 引起对佩戴护听器的重视&
并指导职工如何正确佩戴和保管护听器' 通过监管部门( 用
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的共同努力& 把噪声造成的危害降低
到可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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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年尘肺病发病情况分析
C1-4/&)&'12.#5-4#1$#$,-.-$%#.)&%)$&'"21#37'$'1)'&)&".'7FGDH$<EFI )1J-)1-12.'5)1$#

王龙义& 李姣& 金蕾& 李宾& 陈云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海南 海口!'<#"#(%

!!摘要! 以 $)9%$"#$( 年海南省确诊的尘肺病为研究对
象& 分别对尘肺病时间分布( 地区和行业分布( 工种( 接尘
工龄和并发肺结核等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9%$"#$( 年海
南省累计报告尘肺病例 <"< 例& 出现两个发病高峰时期& 分
别在 $)*'$$))'年( "##9$"#$"年期间" )9=#$Z的尘肺病例
种类为矽肺" 尘肺发病主要集中在东方市 #9"=($Z%& 其次
为昌江县 #$"=$#Z%" 行业以采矿和选矿业为主 #)#='$Z%"
尘肺病例平均接尘工龄 #$$=%$_<=""% 年& 其中壹期( 贰期
和叁期尘肺病例平均接尘工龄分别为 #$"=%)_)=)*% 年(
#$$=$9_)="(% 年和 #*=(#_'=$"% 年" 尘肺病例以采矿工和
凿岩工为主 #占 <%=9)Z%" 尘肺期别越高& 肺结核的并发率
越高 #!" [$%=9$& !G#=##'%" 农民工是海南省近期尘肺病确
诊报告的主要群体 #占 9'=%<Z%' 提示海南省尘肺病发病重
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海南西部& 采矿和选矿业是尘肺病发病的
重点行业'

关键词! 海南省" 尘肺病" 分布
中图分类号! H$('="!!文献标识码! I
文章编号! $##"&""$J#"#$'%#(&#"#<&#(
89:! $#=$(9($>K:;5L/:277MMN:"#$':#(=#$*

!!截至 "#$#年底& 我国累计报告尘肺病达9<9 '%$例)$* ' 随
着海南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出现了尘肺病高发现象' 为及时
掌握海南省尘肺病发病情况& 探讨海南省尘肺病发病特点和
趋势& 为制定尘肺病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我们对 $)9%$
"#$(年海南省 '#年尘肺发病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全部资料取自 $)9%$"#$( 年海南省职业病报告尘肺病
卡' 海南省职业病报告从 "##9 年始建立了网络直报& $)9%$

"##'年为纸质的尘肺病报告卡& "##9$"#$( 年为职业病网络
直报的尘肺病报告卡' 所有病例均由具备职业病诊断资质的
医疗机构诊断& 并由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核对'
!#$"方法

按照卫生部( 劳动保障部发布的 ,职业病目录- #卫法
监发 )"##"* $#*号% 名单进行尘肺病种类分类& "##) 年 $#
月 ($日前按 ,尘肺病诊断标准- #EIg<#$"##"% 进行诊断&
之后按 ,尘肺病诊断标准- #EIg<#$"##)%' 将全部尘肺病
例信息转换成+N;40数据& 分别统计地区( 病例报告时间( 尘
肺病种类( 工种( 确诊时接尘工龄和并发肺结核等' 用 !" 检
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基本情况

$)9%$"#$(年海南省共确诊报告尘肺病例 <"< 例& 其中&
男性 <$*例 #占 )*=<9Z%( 女性 )例 #占 $="%Z%" 壹期尘肺
'#< 例 # 9)=<%Z%& 贰期 $9# 例 # ""=#$Z%& 叁期 9# 例
#*="'Z%" 包含了 *种尘肺& 分别为矽肺 9)* 例 #)9=#$Z%(
铸工尘肺 (例( 木工尘肺 $" 例( 水泥尘肺 ( 例( 煤工尘肺 $
例( 电焊工尘肺 ' 例( 炭黑尘肺 $ 例( 其他尘肺 % 例" 发病
年龄 ")Q<% 岁& 平均年龄 %<=#" 岁" 接尘工龄最短 < 个月(
最长 "9='*年& 平均工龄 $$=%$年" 尘肺病例中& 海南省本地
诊断 "'"例& 占尘肺病例总数的 (%=99Z" 安徽某职业病诊断
机构诊断报告 (%9例& 占报告总数的 %<=')Z" 广西某职业病
诊断机构诊断报告 $")例& 占报告总数的 $<=<%Z'
$#$"时间分布

$)9%$"##'年尘肺病报告病例 "$'例 #")=*"Z%& "##9$
"#$$年网络直报尘肺病例 '$"例 #<#=$*Z%' $)9%$"#$(年
海南省尘肺病发病情况见表 $'

由表 $可见& 从 $)9%年以来的前 "#年& 确诊报告病例最
少& 仅 $< 例 # "=((Z%" $)*%$$))( 年确诊报告 $'( 例
#"$=#'Z%& "##%$"#$(年确诊报告 '$" 例 #<#=%(Z%& 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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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病高峰期'
表!!$)9%$"#$(年海南省尘肺病确诊病例报告情况 例

年份
尘肺期别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9# 9# <"<

$#%"地区和行业分布
按地区分布分析可见& 尘肺病例中东方市所占病例较多&

共 %'(例& 占 9"=($Z" 其余依次为昌江县 ** 例 #$"=$#Z%(
海口市 '"例 #<=$'Z%& 尘肺病地区分布情况详见表 "'

表$!$)9%$"#$(年海南省尘肺病发病地区分布

地区 病例数 构成比#Z% 地区 病例数 构成比#Z%

东方市 %'( 9"=($ 文昌市! * $=$#

昌江县 ** $"=$# 琼中县! < #=)9

海口市 '" <=$' 儋州市! ' #=9)

乐东县 '# 9=** 其他市县 $% $=)(

万宁市 ($ %="9

琼海市 $) "=9$ 合计!! <"< $##=##

$)9%$"##'年确诊报告的 "$' 例病例中& 发病较多的地
区有昌江县 <)例 #占 (9=<%Z%& 海口市 %)例 #占 ""=*#Z%&
万宁市 ($例 #占 $%=%"Z%" "##9$"#$(年确诊报告的 '$"例
尘肺病例中& 发病最多的是东方市 %'$例 #**=#)Z%'

尘肺病例发病行业分析显示& 采矿和选矿行业尘肺病例
9'*例#)#='$Z%&机械制造 "9例#(='*Z%&交通 $$例#$='$Z%&
粮食加工 %例##=''Z%&水泥建材 (例##=%$Z%&其他行业共 "'
例#(=%%Z%'
$#&"工种分布

$)9%$"#$(年海南省确诊报告的尘肺病例涉及 (#个工种&其
中采矿工 (**例#'(=(<Z%&凿岩工 $''例#"$=("Z%&井下辅助工
($例#%="9Z%&风钻工 "(例#(=$9Z%&主掘进工 ""例#(=#(Z%&选
矿工 $*例#"=%*Z%&爆破工 $<例#"=(%Z%&木工 $%例#$=)(Z%&
养路工 *例#$=$#Z%&其它工种 %*例#9=9#Z%&工种不详的 ( 例
##=%$Z%'
$#'"接尘工龄情况

<"<例尘肺病例中& 最长接尘工龄 %" 年& 最短 #='* 年&
平均接尘工龄 #$$=%$_<=""% 年' 其中壹期病例接尘工龄
#='*Q%" 年& 平均 #$"=%)_)=)*% 年" 贰期病例接尘工龄
#=*(Q(*年& 平均 #$$=$9_)="(% 年" 叁期病例接尘工龄 "Q
"9='*年& 平均 #*=(#_'=$"% 年' 不同工龄段各期别尘肺发
病情况见表 ('
$#("尘肺并发肺结核

<"<例尘肺病例中并发肺结核 <%例& 并发率 $#=$*Z' 壹

期( 贰期和叁期尘肺肺结核并发率分别为 <=99Z #()>'#)%(
$(=)"Z #"">$'*% 和 "$=9<Z #$(>9#%' 尘肺期别越高& 肺
结核的并发率越高 #!" [$%=9$& !G#=##'%'

表%!接尘工龄与各期别尘肺病的关系

接尘工龄

#年%

尘肺期别 #例% 合计

壹期 贰期 叁期 病例数 构成比#Z%

G' $"$ (< $9 $<% "(=)(

'Q) "#% 9" "% ")# ()=*)

$#Q$% <$ "' $" $#* $%=*9

$'Q"# "* 9 " (9 %=)'

c"# *' "* 9 $$) $9=(<

合计 '#) $'* 9# <"< $##=##

%"讨论
海南省 $)9%$"#$(年共确诊报告 <"< 例尘肺病例& 出现

两次确诊报告高峰' $)9%年以来的前 "#年& 尘肺病确诊报告
数处于一个低水平" 第一次高峰出现在 $))# 年前后& 年均确
诊报告 $'=(例" $))'年后进入了相对平稳低发期" 第二次出
现在近 $#年& 这一时期年均确诊报告 '$=" 例& 其中 "#$# 年
确诊报告 "%*例& 达到历史高峰' 第一次高峰时期恰逢海南
建省& 职业病诊断工作得到重视' 第二次高峰的原因& 一是
海南处于建省 "#年后& 这与尘肺病的发病潜伏期是基本一致
的" 二是传统行业的用工制度的变化& 海南省涌入了大量外
来人员加入采矿业& 粉尘危害严重的采矿业在得到快速发展
的同时& 出现了外来农民工尘肺患者' 海南尘肺病的确诊报
告情况反映出在社会变革的同时带来了比较严重的职业卫生

问题'
海南省尘肺病多发生于中小型的私有企业& 呈明显的区

域性( 行业性聚集等特点' '# 年来海南省确诊报告的尘肺
*$=")Z的病例集中于海南的西部工业走廊& 其中 9"=($Z病
例在东方市& 昌江县占 $"=$#Z& 乐东县占 9=**Z' 这一特点
与东方市等西部工业走廊市 #县% 从事高危害性粉尘的私人
采矿企业较多是一致的& 与海南省采矿和选矿业的分布基本
吻合' 因此可以确定海南省尘肺病防治的重点区域为东方市&
其次为昌江县和乐东县" 重点行业为采矿业' 尘肺病种类基
本上为矽肺 #占 )9=#$Z%& 其工种主要为采矿业的采矿工和
凿岩工& 这与该省粉尘的危害主要存在于以矽尘危害为主的
采矿业一致' 应加大对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职业卫生监管
力度& 控制中小企业& 特别是采矿业等工作场所粉尘的浓度&
从而降低尘肺病的发生' 随着海南经济的发展& 海南省尘肺
病主要发病区域也在发生变化' "##' 年之前& 尘肺病例确诊
报告以昌江县( 海口市和万宁市为主" "##9 年以后尘肺确诊
报告数量则以海南西部工业走廊的东方市( 昌江县和乐东县
为主& 发病的行业也集中在采矿业'

尘肺发病接尘工龄短是该省尘肺病的一个重要特点' 分
析结果显示& 海南省尘肺病人的接尘工龄平均为 $$=%$ 年&
最短仅 <个月" 壹期( 贰期和叁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分别
为 $"=%)( $$=$9和 *=(#年& 有尘肺期别越高平均接尘工龄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年 9月第 "*卷第 (期!!W3/54̀4Va5? C4?!V154"#$'& b60:"* ]6:(!!



低的特点& 提示可能存在尘肺病例期别越高& 其接触的粉尘
浓度越高& 粉尘的致病性越强的特点' 这一结果远低于文献
报道)"&(*的其他省市尘肺病平均接尘工龄& 在国内也少见类似
报道' 海南省尘肺发病接尘工龄短的这一特征反映出该省发
生尘肺病工作场所为高粉尘浓度的工作场所& 粉尘为致病性
强的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粉尘'

肺结核是尘肺常见的并发症)"Q%* ' 分析结果可见& 海南
省尘肺病例的肺结核并发率 #$#=$*Z% 低于国内文献的报
道' 从尘肺期别来看& 各期尘肺肺结核的并发率不同& 肺结
核并发率随尘肺期别的升高而升高& 尘肺期别越高其肺结核
的并发率越高 #!" [$%=9"& !G#=##'%& 这与文献的报道)(*是

一致的'
农民工是海南省近期尘肺病确诊报告的主要群体' "##9

年以来海南尘肺病例报告数量增长迅速& 在短短的 9 年内尘
肺病报告数达 '#9 例& 其中 9'=%<Z为外来农民工尘肺病例&
超过了以往尘肺病例总数的 " 倍多& 外来农民工成为海南省
尘肺病的主要发病人群' 文献报道)'* & 农民工多在防尘及生
产条件差( 粉尘浓度高的环境下工作& 吸入粉尘量大& 是发
病工龄短( 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 因此应将农民工作为尘肺
病防治的重点群体& 加强对外来农民工的管理& 大力进行防
尘知识的宣传和培训& 提高农民工自觉的防尘意识'

海南省实际尘肺病发病情况应远比确诊报告的尘肺病例

严重的多& 尘肺病漏报现象严重' 据文献报道)9* & "##' 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了 $'"例广西C@县到海
南金矿外出务工农民工矽肺病例& 而当年海南省职业病报告
系统没有尘肺病例确诊报告' 因此& 要掌握海南省尘肺病的
实际发病情况& 需要加强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 提高全
社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认识& 减少漏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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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海省尘肺发病状况分析
C1-4/&)&'1)1$)*#1$#&%-%3&'"21#37'$'1)'&)&".'7<EF< %' <EFH )1K)1A,-)2.'5)1$#

赵雪梅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海 西宁!*$###<%

!!摘要! 对 "#$"$"#$%年青海省诊断的尘肺患者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 (年诊断 '")例尘肺& 其中新发尘肺 ('#例& 晋
级 $<)例& 并发症 "% 例" 煤工尘肺和矽肺占总诊断人数的
)"=%Z" 行业分布以煤炭和矿山开采为主" c9#岁病例中煤矿
工人占 )%=)Z& 工龄G( 年的病例中农民工占 ))Z" $'' 例煤
工尘肺平均晋级年限为 "$=(年& "#例农民工矽肺平均晋级年
限为 <='年' 提示青海省近年新发尘肺和晋级病例均有所增
加& 以煤矿开采和农民工开矿为主& 农民工尘肺发病率高(
年龄小( 发病工龄短'

关键词! 尘肺病" 防治
中图分类号! H$('="!!文献标识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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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青海省近年尘肺发病情况& 掌握其发病规律
和特点& 现对 "#$"$"#$%年本省诊断的尘肺病例资料进行统
计分析'
!"资料和方法

!#!"资料
青海省 "#$"$"#$%年本省诊断的全部尘肺病例' 青海省

现有职业病诊断医疗机构 (家& 其中 $ 家 "#$% 年诊断 $ 例煤
工尘肺& 其余病例均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
!#$"方法

通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 和收集 ( 年间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的病例资料& 建立+N;40电子表格数
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尘肺诊断情况

(年累计诊断尘肺 '")例& 男性 '"'例( 女性 %例 #均为
石棉肺%& 平均年龄 #'(=%)_$"=$"% 岁& 平均工龄 #$<=(<_
$"=$$% 年& 煤工尘肺和矽肺占总人数的 )"=%Z #%*) 例%&
新发尘肺 ('#例 #99=$9Z%& 晋级 $<) 例' 晋级病例中& $''
例为煤工尘肺& 平均晋级年限 "$=( 年" "# 例为农民工矽肺&
平均晋级年限为 <='年" (例石棉肺& 平均晋级年限为 $(年"
$例水泥尘肺& 晋级年限为 "%年' "%例患有并发症& 其中 $(
例并发肺心病( '例并发肺结核( % 例并发胸膜斑( " 例并发
肺气肿' 尘肺诊断情况详见表 $'
$#$"行业分布情况

以煤炭和矿山开采发病最多& 占 *<=)Z #%9'例%& 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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