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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收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重 庆 市 新 发 尘 肺 病 病 例 资 料。 结 果 显 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新 发 尘 肺 病 １２ ５６３ 例， 其 中 壹 期 ８ １０８ 例

（６４ ５４％）、 贰期 ２ ７３７ 例（２１ ７９％）、 叁期 １ ７１８ 例（１３ ６８％）；
煤工尘肺占比逐年减少， 矽肺占比逐年增加， 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Ｐ＜ ０ ０１）。 新发尘肺病例平均发病年龄 （５２ ６０ ±
８ ８３） 岁， 平均发病工龄 （１６ ４５±８ １６） 年， 主要集中在采

矿业 （７４ ３９％）。 提示今后仍需在矿山、 冶金、 建材等尘肺

病高发行业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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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重庆市 “十三五” 期间尘肺病发病特点、
变化趋势及防治成效， 本文对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

新发尘肺病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 为我市 “十四

五” 期间尘肺病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通过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收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新发尘肺病病例资料， 包括尘

肺病发病基本情况、 变化趋势、 病种、 发病年龄、 工

龄、 地区、 行业分布等。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经

正态性检验服从正态分布者以 ｘ±ｓ 描述， 两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 多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完

全随机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构成比比较采

用趋势性 χ２ 检验；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双侧）。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新发尘肺病共

１２ ５６３ 例，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２４ ９０３ 例）同期比较减少

４９ ５５％。 男性 １２ ５２７ 例、 女性 ３６ 例。 尘肺壹期

８ １０８ 例（６４ ５４％）、 贰期 ２ ７３７ 例（２１ ７９％）、 叁期

１ ７１８ 例（１３ ６８％）。 ２０１６ 年新发尘肺病病例数最多

（４９ １７％）， ２０１７ 年起病例数逐年减少， ２０１９ 年最低

（１０ ４３％）。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新发尘肺病期别分布［例（％）］

年份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２０１６ ４ ３４４ （７０ ３３） １ ２７５ （２０ ６４） ５５８ （９ ０３） ６ １７７

２０１７ １ ５３０ （６９ ８０） ４２６ （１９ ４３） ２３６ （１０ ７７） ２ １９２

２０１８ ８６６ （６３ ９１） ２９０ （２１ ４０） １９９ （１４ ６９） １ ３５５

２０１９ ６２３ （４７ ５６） ３１７ （２４ ２０） ３７０ （２８ ２４） １ ３１０

２０２０ ７４５ （４８ ７２） ４２９ （２８ ０６） ３５５ （２３ ２２） １ ５２９

合计 ８ １０８ （６４ ５４） ２ ７３７ （２１ ７９） １ ７１８ （１３ ６８） １２ ５６３

２ ２　 不同病种新发病例　 新发尘肺病病种包括煤工

尘肺、 矽肺、 电焊工尘肺、 水泥尘肺、 陶工尘肺、 石

棉肺、 炭黑尘肺、 滑石尘肺、 铸工尘肺、 铝尘肺、 其

他尘肺、 石墨尘肺等 １２ 种。 以煤工尘肺为主 （９ ２０２
例， ７３ ２５％）， 其次为矽肺 （ ３ ２２５ 例， ２５ ６７％），
电焊工尘肺、 水泥尘肺等其他 １０ 个病种病例数共 １３６
例， 仅占 １ ０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煤工尘肺构成比呈

逐年减少趋势， 矽肺构成比逐年增加， 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１）。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新发尘肺病病种分布［例（％）］

年份　 　 煤工尘肺 矽肺 其他 １０ 种尘肺病 合计

２０１６ ５ ６１６ （９０ ９２） ５４１ （８ ７６） ２０ （０ ３２） ６ １７７

２０１７ １ ６７０ （７６ １９） ４９５ （２２ ５８） ２７ （１ ２３） ２ １９２

２０１８ ７８１ （５７ ６４） ５５０ （４０ ５９） ２４ （１ ７７） １ ３５５

２０１９ ６２１ （４７ ４０） ６６８ （５０ ９９） ２１ （１ ６０） １ ３１０

２０２０ ５１４ （３３ ６２） ９７１ （６３ ５１） ４４ （２ ８８） １ ５２９

合计 ９ ２０２ （７３ ２５） ３ ２２５ （２５ ６７） １３６ （１ ０８） １２ ５６３

趋势 χ２ ２ ８２２ １９ ２ ６７０ ７４ ８２ ９２

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注： 其他 １０ 个病种包括电焊工尘肺、 水泥尘肺、 陶工尘肺、 石棉肺、 炭黑

尘肺、 滑石尘肺、 铸工尘肺、 铝尘肺、 其他尘肺、 石墨尘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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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发病年龄和发病工龄分布　 １２ ５６３ 例新发尘肺

病病例发病年龄 ２２ ～ ９１ 岁、 平均发病年龄 （５２ ６０±
８ ８３） 岁， 壹期、 贰期、 叁期平均发病年龄分别为

（５２ ２５±８ ７１）、 （５２ ７８±８ ９２）、 （５３ ９２±９ １１） 岁，
期别越高发病年龄越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 ＝
１ ０３５ ２９， Ｐ ＜ ０ ０１ ）。 矽 肺 病 例 平 均 发 病 年 龄

［ （５５ ９２±１１ １３） 岁］ 高于煤工尘肺病例 ［ （５１ ４４±
７ ５２） 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 ２５ ４５， Ｐ ＜
０ ０１）。 新发尘肺病病例发病工龄 １ ～ ５０ 年、 平均发

病工龄 （１６ ４５±８ １６） 年， 主要集中在 １０ ～ ＜１５ 年

（５ ０７１ 例， ４０ ３６％）； 壹期、 贰期、 叁期平均发病工

龄分别为 （１５ ９４±８ １４）、 （１７ ２５±８ ２１）、 （１７ ５８±
７ ９４） 年， 期别越高发病工龄越长，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Ｆ＝ ４０７ ４６， Ｐ＜０ ０１）。 煤工尘肺平均发病工龄

［（１７ ９４±７ ７０）年］长于矽肺［（１２ ３３±８ ０６）年］，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３５ １１， Ｐ＜０ ０１）。 接尘工龄＜５
年者 ８１１ 例 （ ６ ４６％）， 病 种 以 矽 肺 为 主 （ ８０５
例， ９９ ２６％）。
２ ４　 地区分布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新发尘肺病病例分布

在我市 ３９ 个区县， 病例数位居前三位的地区为奉节

县（３ １５３ 例， ２５ １０％）、城口县（１ ５７６ 例， １２ ５４％）、
永川区 （１ ２５０ 例， ９ ９５％）， ３ 个区县尘肺病病例数

占全市病例总数的 ４７ ５９％。 煤工尘肺病例分布在 ３５
个区县， 位居前三位的区县为奉节县 （ ３ ０４９ 例，
３３ １３％）、 永川区（１ １０７ 例， １２ ０３％）、 开州区（８９５
例， ９ ７３％）， ３ 个区县病例数占全市煤工尘肺总数

的 ５４ ８９％。 矽肺病例分布在 ３９ 个区县， 病例数位居

前三位区县为城口县 （ １ ２５５ 例， ３８ ９１％）、 忠县

（１８１ 例， ５ ６１％）、 江津区 （１４８ 例， ４ ５９％）， ３ 个

区县病例数占全市矽肺总数的 ４９ １２％。
２ ５　 行业分布　 新发尘肺病病例集中分布在 １０ 类行

业， 病例数最多为采矿业 （９ ３４６ 例， ７４ ３９％）， 其

次为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２ ５０４ 例，
１９ ９３％） 及制造业 （５７０ 例， ４ ５４％）， ３ 个行业病

例数占全市尘肺病总数的 ９８ ８６％。 煤工尘肺分布在

７ 类 行 业， 病 例 数 最 多 为 采 矿 业 （ ８ ５９８ 例，
９３ ４４％）， 其次为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４１９ 例， ４ ５５％） 及制造业 （ １３１ 例， １ ４２％）， ３
个行业占全市煤工尘肺总数的 ９９ ４１％。 矽肺分布在

１０ 类行业， 病例数最多为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 （２ ０６６ 例， ６４ ０６％）， 其次为采矿业 （７４４
例， ２３ ０７％） 和制造业 （３２９ 例， １０ ２０％）， ３ 个行

业病例数占矽肺总数的 ９７ ３３％。

３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新发尘肺病

１２ ５６３ 例， 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同期相比降低明显［１］，
报告例数变化趋势与相关产业政策具有高度相关性。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重庆市开展以煤矿关闭退出为主的

淘汰落后产能攻坚战［２⁃３］， 伴随煤矿关闭， 大量劳动

者到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尘肺病诊断申请， 导致

２０１６ 年前重庆市尘肺病报告数居高不下。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煤工尘肺发病数呈逐年减少趋势， 但矽肺发病数逐

年增加， 自 ２０１９ 年起， 矽肺新发病例数超过煤工尘

肺， 成为尘肺病主要病种。
重庆市煤工尘肺高发地区的奉节县、 永川区、 开

州区均为国家重点产煤区县， 煤工尘肺病例地区分布

与煤矿分布一致。 矽肺病例高发地区为城口县、 忠

县、 江津区， 城口县集体组织外出务工农民工尘肺病

筛查诊断发现， 部分农民工在外省从事金矿、 锰矿等

采矿工作， 导致该区矽肺病爆发［４］； 忠县和江津区矽

肺病例为襄渝铁路建设民兵民工诊断病例。
“十三五” 期间重庆市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

下， 煤工尘肺病例数得以控制， 但矽肺病例数呈现上

升趋势， 新发尘肺病贰期、 叁期占总数的 ３５ ４６％，
提示重庆市尘肺病病例病情严重。 因此 “十四五”
期间仍需在矿山、 冶金、 建材等尘肺病高发行业领域

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行动， 通过开展粉尘危

害专项调查摸清底数， 停产整顿、 关闭职业危害严重

的矿山、 水泥、 冶金、 陶瓷、 石材加工等企业， 从生

产工艺、 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等方面入手对接尘企业

进行监督和整治， 从产业结构和粉尘源头控制抓

起［５］， 切实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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