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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石景山区共报告尘肺病 ７ 大类 １５９
例， 矽肺、 电焊工尘肺、 煤工尘肺占总例数的 ７３ ６％， 破碎、
电焊、 冶炼浇铸、 采煤等工种占发病总数的 ５３ ５％， 壹期 １０８
例 （６７ ９％）、 贰期 ４４ 例 （２７ ７％）、 叁期 ７ 例 （４ ４％）。 发

病年龄 ２７ ３～８７ ０ 岁， 平均 （５８ ０±１２ ８） 岁； 接尘工龄 ３ ３
～４５ ３ 年， 平均 （２１ ６± ８ ８） 年。 接尘工龄与期别无关联，
发病年龄与期别有关， 叁期尘肺发病年龄高于壹、 贰期 （Ｆ ＝
３ ３３５， Ｐ＝ ０ ０３８）。 提示应针对本地区特定工种及年龄特点

制定有效的尘肺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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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石景山区尘肺病发病特点及现状， 制定有效的防治策

略， 我们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石景山区尘肺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经北京市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并上报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的尘肺病例。 整理病例数据， 根据

《尘肺病报告卡》 中的具体信息对石景山区尘肺病患者的尘肺

病总类、 工种、 发病年龄、 接尘工龄及尘肺期别等进行统计

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发病年龄、 接

尘工龄与期别的关系使用方差分析， 病种、 工种分布等采用

构成比进行 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石景山区共报告新发尘肺病 １５９ 例， 死亡

２１ 例， 其中 ８５ ７％的病例死因为尘肺或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晋级病例 １１ 例。 ６ 例合并肺结核者中壹期 ４ 例、 贰期 ２ 例。
新发病例年龄 ２７～８７ 岁， 平均 （５８ ０±１２ ８） 岁； 接尘工龄 ３
～４５ 年， 平均 （２１ ６±８ ８） 年。
２ ２　 发病情况

２ ２ １　 病种分布　 石景山区尘肺病的病种构成以矽肺、 电焊

工尘肺、 煤工尘肺为主， 占总例数的 ７３ ６％。 并以矽肺发病

人数 最 多， 为 ８５ 例 （ ５３ ５％）。 尘 肺 期 别 以 壹 期 为 主

（６７ ９％， １０８ ／ １５９）。 详见表 １。
２ ２ ２　 工种分布　 １５９ 例分布于 １６ 个工种， 前 ５ 位的分别为

破碎、 电焊、 冶炼浇铸、 采煤、 修筑炉， 占尘肺发病总数的

５４ ７％。 见表 ２。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石景山区尘肺期别及病种分布

病种　 　 　
期别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构成比

（％）

矽肺 ４８ ３０ ７ ８５ ５３ ５

电焊工尘肺 １７ ０ ０ １７ １０ ７

煤工尘肺 １４ １ ０ １５ ９ ４

石棉肺 ６ ３ ０ ９ ５ ７

水泥尘肺 ２ １ ０ ３ １ ９

铸工尘肺 ７ ２ ０ ９ ５ ７

其他尘肺 １４ ７ ０ ２１ １３ ２

合计 １０８ ４４ ７ １５９ １００ ０

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尘肺病工种分布

工种　 　 　 　 　 例数 构成比 （％）

破碎 ３８ ２３ ９

电焊 １７ １０ ７

冶炼浇铸 １６ １０ １

采煤 １１ ６ ９

修筑炉 ５ ３ １

其他 ７２ ４５ ３

合计 １５９ １００ ０

２ ２ ３　 尘肺患者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构成　 以电焊工尘肺、
煤工尘肺、 矽肺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最小， 以石棉肺、 煤工

尘肺、 矽肺患者的平均接尘工龄最短。 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种类尘肺病例发病年龄和接尘工龄分布

尘肺名称 例数
发病年龄 （岁） 接尘工龄 （年）

范围 ｘ±ｓ 范围 ｘ±ｓ

矽肺 ８５ ３６～８７ ５８ １±１３ ３ ３～４５ ２０ ９±８ ９

电焊工尘肺 １７ ２７～５５ ４５ ８±６ ６　 ８～３２ ２３ １±７ １

煤工尘肺 １５ ４０～７２ ５４ ８±８ ７　 ４～３１ １８ ８±８ ５

石棉肺 ９ ４９～８４ ６５ ９±１１ ７ ３～３４ １７ ８±１１ １

铸工尘肺 ９ ４８～８１ ６４ ７±１１ ６ ８～３８ ２６ ６±９ ７

水泥尘肺 ３ ５３～８０ ６９ １±１３ ８ ２１～２６ ２４ ０±２ ８

其他尘肺 ２１ ３８～７８ ６２ ２±１１ ４ ８～３５ ２４ ３±８ ６

合计 １５９ ２７～８７ ５８ ０±１２ ８ ３～４５ ２１ ６±８ ８

２ ２ ４　 发病年龄、 接尘工龄与尘肺期别的关系　 χ２检验发现

各年龄组期别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２０ ４５９， Ｐ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 经行×列分割法比较发现， ＜４０ 岁年龄组尘

肺期别构成与 ４０～ ４９、 ５０ ～ ５９ 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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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２ ＝ １１ ００８， Ｐ＝ ０ ００２； χ２ ＝ １２ ７１７， Ｐ ＝ ０ ００２）。 ≥４０ 岁患

者中贰、 叁期比例逐渐升高。 接尘工龄与尘肺期别无关联 （Ｆ
＝ ０ ９６５， Ｐ＝ ０ ３８３）； 经方差 ＳＮＫ 法比较发现， 不同期别患

者发病年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 ＝ ３ ３３５， Ｐ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５）， 叁期尘肺发病年龄高于壹、 贰期 （Ｐ ＝ ０ ０１６， 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 见表 ４ 和表 ５。

表 ４　 尘肺患者发病年龄、 工龄与期别的关系 例 （％）

组别 例数 壹期 贰期 叁期

年龄 （岁）

　 ＜４０ １１ ３ （２７ ３） ８ （７２ ７） ０

　 ４０～４９ ３６ ２９ （８０ ６） ７ （１９ ４） ０

　 ５０～５９ ４０ ３２ （８０ ０） ７ （１７ ５） １ （２ ５）

　 ≥６０ ７２ ４４ （６１ １） ２２ （３０ ６） ６ （８ ３）

工龄 （年）

　 ＜５ ３ ２ １ ０

　 ５～９ １０ ７ ３ ０

　 １０～１４ ３２ １９ １１ ２

　 １５～１９ ２３ １３ ８ ２

　 ≥２０ ９１ ６７ ２１ ３

表 ５　 尘肺病不同期别患者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

期别 例数 构成比 （％） 发病年龄 （岁） 接尘工龄 （年）

壹期 １０８ ６７ ９ ５７ ８±１２ ３ ２２ ２±８ ５

贰期 ４４ ２７ ７ ５６ ７±１４ ０ ２０ ０±９ ２

叁期 ７ ４ ４ ６９ ９±９ ５　 ２２ ０±１２ ２

合计 １５９ １００ ０ ５８ ０±１２ ８ ２１ ６±８ ８

３　 讨论

尘肺病是危害我国工人健康最严重的职业病，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石景山区新发尘肺主要以矽肺、 电焊工尘肺和煤工尘

肺为主。 电焊工尘肺、 煤工尘肺、 矽肺、 石棉肺工人的平均

发病年龄小、 接尘工龄短。 石景山区没有煤炭行业及接触石

棉的纺织企业， 煤工尘肺主要来源于门头沟、 房山的煤矿及

首钢公司和电厂， 随着首钢的搬迁及电厂煤改气项目的完成，
煤工尘肺的患者将越来越少， 而石棉肺全部由于工人早期外

区接触石棉导致。 所以我区尘肺的防治重点应放在电焊工尘

肺和矽肺， 主要的工种为破碎工和电焊工。
石景山区矽肺和电焊工尘肺的接尘工龄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１］ （１７ ３ 年、 ２１ ５ 年）； 平均发病年龄， 矽肺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５２ ６ 岁）， 电焊工尘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持平

（４６ ２ 岁）。 发病接尘工龄的延长是用人单位在粉尘控制、 劳

动者知识培训、 个体防护及监督执法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

果。 本区尘肺病例发病年龄较高， ≥５０ 岁年龄组发病比例为

７０ ４％， 提示要加强离岗及退休后接尘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
石景山区尘肺病壹期比例较低， 仅占 ６７ ９％， 低于全国

２０１０ 年报告水平［２］ （７１ ６６％）， 其中矽肺壹期比例占 ５６ ４％，
电焊工尘肺均为壹期病例； 贰期和叁期病例主要由矽肺构成，
且随着发病年龄的增加比例逐渐升高， 反映出矽肺发病相关

行业中早期健康监护的不足。 相关部门和企业应针对主要病

种及年龄段进行重点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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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 程茂定， 王宜庆， 屠鹃， 徐聿涵， 张金龙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要： 收集 ２０１５ 年无锡市涉苯企业的企业信息与工人职

业健康检查资料， 同时选取 ２７ ８５０ 名不接触苯的工人作对照。
结果显示接苯组外周血红细胞、 白细胞、 血红蛋白、 血小板及

肝功能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工龄、
企业规模与防护用品使用可能是导致血常规异常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苯； 重点职业病监测； 职业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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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 控制职业病， 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根据 《职业

病防治法》 要求， 国家卫计委在全国开展了重点职业病监测与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 此项工作在无锡市涉及 ９ 个区县， １０
种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为了解无锡市接苯及其同系物作业工

人的健康状况， 我们通过对各辖区内体检机构上报的健康监护

相关指标进行汇总分析， 深入了解接苯作业工人的健康状况及

其相关影响因素， 提出预防苯中毒关键控制点， 为企业和安全

生产监管部门采取措施保护劳动者健康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通过对各辖区内体检机构上报的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１２ 月

３１ 日接苯人员的健康监护相关指标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选择

有完善岗前、 在岗体检数据的无锡市 ３８５ 家涉苯企业， ２３ ５９３
名接苯工人作为研究对象。 其 中 男 性 １２ ３０２ 人 （５２ １％）、 女

性 １１ ２９１人 （４７ ９％）， 年龄 １８～５２岁、 平均 ３６ ６ 岁， 接苯作业

工人工龄 ０～３９ 年， 平均 １ ９ 年。 另选不接触苯作业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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