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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煤工尘肺患者生存质量的现状!探讨其生存质量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
SH3,#

量表和自制的生存质量的

影响因素调查表对煤工尘肺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对
!$!

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
!

患者的
)

个维度的得分低于对照组!躯体疼

痛"

MJ

$&总体健康"

VZ

$&活力"

c5

$&社会功能"

SH

$&精神健康"

XZ

$

(

个维度与对照组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多

元回归分析显示!生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为(尘肺病分期&并发症&原发疾病&年龄#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为(福利满意度&良好医疗保

障&生活自理能力&健康教育%结论
!

煤工尘肺患者的生存质量偏低!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改善其生存质量%

关键词"尘肺#生存质量#

S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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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工尘肺是一种严重危害工人健康的法定职业病#在治疗

上目前尚无根治的药物#主要采取对症和支持治疗#减轻患者

病痛#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本研究旨在了解煤工尘肺患者生

存质量的现状#探讨其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为建立综合性干

预措施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病例组为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的煤

工尘肺患者
!$!

例%对照组为
!,"

人#来自于该单位体检中心

体检合格者#对照组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构成比与病例组

相近'

>%?

!

方法

>%?%>

!

诊断标准
!

依据质量合格的高千伏后前位
b

射线胸

片#参照
VMd*"3!""!

.尘肺病诊断标准/集体诊断'

>%?%?

!

测量工具
!

采用
YZQ

推荐的健康调查建议表中文版

XQSSH3,#

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包含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

全面概括了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概念'这
)

个维度

分别为!生理功能$

JH

&(生理职能$

RJ

&(躯体疼痛$

MJ

&(总体

健康$

VZ

&(活力$

c5

&(社会功能$

SH

&(情感职能$

RL

&(精神健

康$

XZ

&'

>%?%@

!

测定方法
!

对受调查者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一般

性资料的调查内容$年龄(尘肺分期等&和
SH3,#

量表内容'如

果受调查者文化程度低以至于不能读懂题目#将由调查者进行

客观解释#最后当场回收问卷'

>%?%A

!

SH3,#

量表计分方法
!

按照
SH3,#

量表制定者的评分

标准对所有调查者的
)

个维度进行评分#为便于比较#

)

个维

度的原始分数标准公式进行转换'各维度转换得分
g

)$原始

分
N

最低可能评分&"一般平均可能评分*

a$""

#分值越低说明

该维度受损伤越严重'

>%@

!

统计学处理
!

将所有回收的问卷采用双盲输入#用

SJSS$,%"

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采用
7

检验(

R

检验(

.

检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中#将生理健康和心

理健康的得分作为因变量#将年龄(尘肺分期(并发症等可能影

响生存质量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自变量的赋值见表
$

#只列出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中
L

$

"%"(

的自变量的赋值'

?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
!

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

分#收到有效

的调查问卷
!$!

份#应答率为
'!%$,+

'煤工尘肺患者中年龄

最小
,$

岁#最大
##

岁#平均
&)

岁'

?%?

!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各维度得分的比较
!

病例组在
JH

(

RJ

(

MJ

(

VZ

(

c5

(

SH

(

RL

(

XZ

在
)

个维度的得分见表
!

#

MJ

(

VZ

(

c5

(

RL

(

XZ(

个维度与对照组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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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期的煤工尘肺患者
)

个维度得分比较
!

此次调查

的煤工尘肺患者中
%

期尘肺有
$$"

例#

&

期尘肺有
##

例#

'

期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研立项课题$

!"")3$3,$

&'



尘肺有
,#

例#不同分期的煤工尘肺患者在
JH

(

MJ

(

c5,

个维

度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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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多元回归赋值表

变量 赋值

年龄
$

&"

岁
g$

#

&"

!

("

岁
g!

#

%

("

!

#"

岁
g,

#

%

#"

岁
g&

尘肺病分期
%

期
g$

#

&

期
g!

#

'

期
g,

并发症 无
g$

#有
$

项
g!

#有
!

项
g!

#有
!

项以上
g,

原发疾病 无
g$

#有
$

项
g!

#有
!

项
g!

#有
!

项以上
g,

生活自理能力 完全能
g$

#基本能
g!

#基本不能
g,

#完全不能
g&

福利满意度 满意
g$

#基本满意
g!

#非常满意
g,

医疗保障 没有
g$

#一般
g!

#良好
g,

健康教育 没有
g$

#比较简单
g!

#比较全面
g,

表
!

!!

病例组与对照组得分的比较#

Nf?

%

维度 病例组$

$g!$!

& 对照组$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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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 )(%)!f*%*!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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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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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期的煤工尘肺患者得分的比较

维度
%

期$

$g$$"

&

&

期$

$g##

&

'

期$

$g,#

&

R

JH )#%!&f*%$!

B

)&%,'f*%!( )$%#!f*%()) (%*&

RJ ),%)!f)%*$ )!%*,f*%$' )$%$(f)%&! $%&'

MJ ',%&)f$$%',

B

'$%#!f$$%&" )*%()f$"%'! ,%(,

VZ '!%)(f'%## '"%'$f'%(* '"%$(f'%)# $%&(

c5 )(%'*f'%'!

>B

)$%,,f)%'#

=

**%"!f)%,& $,%))

SH )#%*$f)%## )(%"'f)%&, ),%(!f*%'$ !%$(

RL )#%")f)%('

B

)&%#'f)%*$ )!%$'f*%)( !%)'

XZ )&%#'f*%!$ ),%$#f*%!* )!%"'f*%(( !%"#

!!

注!

>

(

B

(

=

分别表示
,

个分期中
%

与
&

(

%

与
'

(

&

与
'

两两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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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患者有无并发症对
)

个维度得分影响
!

!$!

例煤工尘肺

患者中出现并发症的有
,)

例#没有出现并发症的有
$*&

例#两

类患者在
JH

(

MJ

(

c5,

个维度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B

!

患者生活能否自理对
)

个维度得分的影响
!

受调查患者

中#生活不能自理者有
(#

例#能自理者有
$(#

例#二者在
MJ

(

c5

(

SH

(

XZ&

个维度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见表
(

'

?%C

!

患者有无良好的医疗保障对
)

个维度得分影响
!

此次调

查的煤工尘肺患者中#有
#)

例没有良好的医疗保障#有
$&&

例

受到良好的医疗保障#两者在
MJ

(

VZ

(

c5

(

XZ&

个维度得分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见表
#

'

表
&

!!

有无并发症的患者得分的比较#

Nf?

%

维度 并发症$

$g,)

& 无并发症$

$g$*&

&

7 L

JH )#%'(f)%$, ),%&&f*%') !%&&)! "%"$(!

RJ )!%*&f)%,' )"%,!f'%"! $%($#& "%$,"'

MJ ',%!)f'%** ))%'&f$"%($ !%,,&! "%"!"(

VZ '!%#$f$"%() )'%*'f'%)& $%(*"' "%$$**

c5 ),%'!f)%$* *)%&#f)%'" ,%&*&# "%"""#

SH )#%"!f)%(( ),%*&f)%$$ $%((&' "%$!$(

RL )&%)*f'%"( )$%''f'%(, $%*"!( "%"'"$

XZ )&%$)f)%'& )$%,!f)%&# $%)#)' "%"#,"

表
(

!!

生活能否自理的患者得分的比较#

Nf?

%

维度 不能自理$

$g(#

& 能自理$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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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 )#%*$f)%&! )&%!(f'%$' $%*((# "%")"#

RJ ),%",f'%*& )"%&,f)%#' $%)('! "%"#&&

MJ ',%('f'%)* ))%&&f$"%"( ,%,"&' "%""$$

VZ '!%"*f$$%$! '"%(&f'%)* "%'#$* "%,,*,

c5 ),%$)f'%(# *)%!)f)%&! ,%#"$) "%"""&

SH )*%''f'%*# )!%#"f$"%&) ,%!)"# "%"""'

RL )&%#'f)%** )!%'*f'%), $%$(&( "%!&'#

XZ )(%&,f)%'$ )"%'!f'%*) ,%"!)& "%""!)

表
#

!!

有无良好的医疗保障得分的比较#

Nf?

%

维度 无$

$g#)

& 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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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 )!%(#f'%$* )"%#,f$"%#) $%!),$ "%!""'

MJ '!%#"f)%'!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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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煤工尘肺患者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
!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中#检验水准
)

入
&

"%$"

#

)

出
'

"%$(

#

结果见表
*

'

表
*

!!

影响生存质量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偏回归系数
7 L

生理健康

!

年龄
N$%,,! N"%$&* N,%!' "%""$

!

尘肺病分期
N!%(,$ N"%!)' N&%)* "%"""

!

并发症
N$%#&* N"%$'$ N&%&# "%"""

!

原发疾病
N$%&$, N"%$($ N,%#& "%"""

心理健康

!

生活自理能力
N!%**' N"%,(! N(%"& "%"""

!

福利满意度
&%!#, "%&*& #%!& "%"""

!

良好医疗保障
,%*#' "%&$( (%!* "%"""

!

健康教育
$%$'& "%$&()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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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生命质量的研究方法#根据
SH3,#

量表制作调

查问卷)

$3!

*

#测定煤工尘肺患者的生存质量#将有助于全面评价

其带病生存的质量和生命活动的特征)

,3&

*

#分析可能影响生存

质量的因素)

(

*

'

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尘肺病情越严重的患者#在
JH

(

MJ

(

c5,

个方面生存质量出现明显下降'有的尘肺患者由于

出现了呼吸系统感染(肺源性心脏病(气胸等并发症#加重了尘

肺病的病情#加剧了患者在
MJ

(

c5

(

SH

(

XZ&

个方面的损害'

国内研究表明#慢性疾病患者生存质量比未患病者差)

#3*

*

'由

此#进一步还可能引起患者出现消极的心理影响#使得这部分

患者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

)3'

*

'并且#由于目前的临床治疗手

段无法根除尘肺#尘肺患者需要终身进行对症和支持治疗#如

果没有相应的良好的医疗保障#疾病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影

响就会严重削弱尘肺患者的生存质量)

$"3$$

*

'

本研究还就煤工尘肺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

因素分析#将
JH

(

RJ

(

MJ

(

VZ&

个维度定义为生理健康#

c5

(

SH

(

RL

(

XZ&

个维度定义为心理健康'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

现#按照影响因素作用的大小#生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为尘肺病

分期(并发症(原发疾病(年龄等%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为福利

满意度(良好医疗保障(生活自理能力(健康教育'可以看出#

影响生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是尘肺病本身和患者个体因素#而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外部的生活(生存(就医等环境对患者

健康的影响'

综上所述#煤工尘肺患者的生存质量偏低#要提高煤工尘

肺患者的生存质量#需要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加以改善)

$!

*

'

对于煤工尘肺患者#在减轻病痛对患者身体上的损害之外#还

必须要改善患者的职业病待遇#解决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最

大程度的提高煤工尘肺病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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