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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松藻煤矿尘肺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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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庆医科大学　４０００１６；２．重庆市九龙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４０００３９）

　　［摘要］　目的　探讨重庆市松藻煤矿井下工人的尘肺分布现状，为预防尘肺病的发生、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方

法　采用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对收集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松藻煤矿尘肺病例资料进行χ
２ 分析。结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松藻煤矿井

下工人的尘肺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５．０４８，犘＜０．０５），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１．２２３，犘＜０．０５）。平

均发病工龄为（２０．５０±５．４５）年，尘肺Ⅰ、Ⅱ、Ⅲ期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９．１６２，犘＜０．０５），尘肺合并结核率为

２．９４％。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各期存活率和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７４．１０１，犘＜０．０５）。结论　近３年的尘肺发病率和

患病率虽然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情况不容乐观。尘肺的发病以Ⅰ期为主，Ⅲ期尘肺病死率高于Ⅰ、Ⅱ期尘肺的病死率。应

加强对并发症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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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肺是因长期吸入生产环境中的粉尘所引起的肺组织的

纤维化，在中国法定职业病中分布最广、最常见、发病最多和影

响工人最为严重的职业病，每年新发病例占各类职业病总病例

数的７０％左右
［１２］。松藻煤矿为重庆市五大国有煤矿之一，自

１９７９年建矿以来，尘肺病一直作为该矿重点防治的职业病，加

大资金投入，提升监管力度，但是，井下不良的作业环境仍然对

职工的身体造成了一定危害。为探讨松藻煤矿井下工人的尘

肺分布现状、期别构成以及合并结核情况，为预防尘肺病的发

生、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等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故对松藻

煤矿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确诊的尘肺病例进行了回顾性的流行病学

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松藻煤矿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尘肺病资料，

这些患者均根据可靠的生产性粉尘接触史、现场劳动卫生学调

查资料，以技术质量合格的高千伏Ｘ射线后、前位胸片表现作

为主要依据，参考动态观察资料及尘肺流行病学调查情况，结

合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排除其他肺部类似疾病后，方

为确诊。所有病例均为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机构确诊病例。

１．２　方法　对确诊病例进行回顾性的调查，按照发病年份、诊

断分级、合并肺结核、死亡年份等进行归类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输入

数据建立病例资料数据库，计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犘值取双侧

概率，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尘肺病患病基本情况　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原名

松藻矿务局，成立于１９７９年６月，是重庆市国有大型重点企

业。从１９７９开矿至２０１２年底，累计尘肺患病１８４７例，累计

尘肺死亡９５０例，累计合并肺结核２８５例。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

年，应检总人数为３３７１７例，实际受检人数为３２９９０例，受检

率为９７．８４％，新发尘肺５９例，死亡８９例，合并肺结核２例。

２．２　作业面粉尘浓度　作业面煤尘平均浓度为６１．６１ｍｇ／

ｍ３，岩尘平均浓度为１０．４３ｍｇ／ｍ
３。

２．３　 尘肺分布情况

２．３．１　尘肺现患发病情况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发病率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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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１０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５．０４８，犘＜０．０５）。患病

率逐年递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１．２２３，犘＜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尘肺现患、发病情况分析［狀（％）］

年度 接尘人数（狀） 发病 现患

２０１０ １０４９９ ３４（０．３２） ９３２（８．８８）

２０１１ １１７０９ ５（０．０４） ９１４（７．８１）

２０１２ １１５０９ ２０（０．１７） ８９７（７．７９）

２．３．２　尘肺平均发病工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尘肺的平均发病

工龄为（２０．５０±５．４５）年，每年的平均发病工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每个期别的平均发病工龄比较差异也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４　尘肺期别分析

２．４．１　尘肺期别构成　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接触粉尘的平均人

口数为１０２９９人，新诊断尘肺病例数为５９例，Ⅰ期发病率为

０．４１％，Ⅱ期发病率为０．１３％，Ⅲ期发病率为０．０４％。其中Ⅰ

期共有４２例（７１．１９％），Ⅰ期构成比高于Ⅱ期和Ⅲ期构成比

（２８．８１％），Ⅰ期与Ⅱ、Ⅲ期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９．１６２，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尘肺平均发病工龄和期别构成（狓±狊，年）

年度
Ⅰ期

狀 发病工龄

Ⅱ期＃

狀 发病工龄

Ⅲ期＃

狀 发病工龄

合计

狀 发病工龄

２０１０ １９ ２０．８７±６．６２ １２ ２０．４７±５．３４ ３ ２１．２１±４．８６ ３４ ２０．７６±５．９１

２０１１ ５ ２１．１４±４．７７ 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１．１４±４．７７

２０１２ １８ １９．７８±５．２５ １ ２２ １ １９ ２０ １９．８９±４．９８

合计 ４２ ２０．４４±５．７６ １３ ２０．５３±５．２１ ４ ２０．３２±３．９８ ５９ ２０．５０±５．４５

　　：合并分析；＃：合并分析。

２．４．２　累计尘肺期别构成分布　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底累计诊断

尘肺病例１８４７例，其中，Ⅰ期１０４９例（５６．７９％），Ⅱ期５９６例

（３２．２７％），Ⅲ期２０２例（１０．９４％）。

２．５　尘肺的死亡情况

２．５．１　尘肺病死率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年死亡３７例，病死率为

３．９６％；２０１１年死亡２３例，病死率为２．４５％；２０１２年死亡２９

例，病死率为３．０２％。经统计学分析，３年的病死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３．５６４，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尘肺病死率变动情况

年度 存活［狀（％）］ 死亡［狀（％）］ 合计（狀）

２０１０ ９３２（９６．９８） ２９（３．９６） ９６１

２０１１ ９１４（９７．５５） ２３（２．４５） ９３７

２０１２ ８９７（９６．０４） ３７（３．９６） ９３４

合计 ２７４３（９６．８６） ８９（３．１４） ２８３２

２．５．２　累计尘肺不同期别病死率比较　各个期别中累计存活

和死亡例数，Ⅰ期死亡４１１例（３９．１８％）、Ⅱ期死亡３７０例

（６２．０８％）、Ⅲ期死亡１６９例（８３．６７％）。经统计学分析，各个

期别存活率和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７４．１０１，

犘＜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累计尘肺不同期别病死率比较

期别 存活［狀（％）］ 死亡［狀（％）］ 合计（狀）

Ⅰ期 ６３８（６０．８２） ４１１（３９．１８） １０４９

Ⅱ期 ２２６（３７．９２） ３７０（６２．０８） ５９６

Ⅲ期 ３３（１６．３４） １６９（８３．６７） ２０２

合计 ８９７（４８．５７） ９５０（５１．４３） １８４７

２．６　尘肺合并结核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新发的尘肺合并结

核情况见表５。近３年新发尘肺合并结核共２例，尘肺合并结

核率为２．９４％。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新发尘肺合并结核情况

年度
肺结核［狀（％）］

合并肺结核 未合并肺结核
合计（狀）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４） ３３（９７．０６） ３４

２０１１ １（２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００） ２０

合计 ２（０．３４） ５７（９６．６１） ５９

３　讨　　论

　　松藻煤矿作为重庆市五大煤矿之一，从事井下作业的职工

数量庞大，近３年尘肺病患病率均高于全国煤炭系统尘肺患病

率（５．９６％）
［３］，低于重庆市煤矿尘肺患病率（１３．０％）

［４］，呈逐

年下降趋势。尘肺发病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下降趋势

并不明显，而且该矿的尘肺患病率高于全国煤炭系统，说明该

矿与其他国有大中型煤矿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可能由以下

几个原因所致：（１）由于采煤工作面的煤尘平均浓度为６１．６１

ｍｇ／ｍ
３，而国家标准规定的煤尘最高允许浓度为４．００ｍｇ／ｍ

３

（ＴＷＡ）和６．００ｍｇ／ｍ
３（ＳＴＥＬ），超过了国家标准，工人们在高

浓度粉尘暴露条件下工作。（２）虽然松藻煤矿近几年来加大了

井下科技投入的比例，机械采煤成为主要的采煤方式，但是，可

能因为地形和岩层结构的限制，手工采煤依旧存在，其主要防

尘措施为工作面喷射水雾，工人们会直接暴露于粉尘中。（３）

因为健康教育的宣传和监督力度不够，个别相关部门的工作人

员没有严格地去督导井下职工穿戴个人防护措施，致工人个人

的防护意识不足，加大了尘肺的患病概率。

３年内，新发Ⅰ期尘肺病例数占绝大多数（７１．１３％），其发

病率（０．４１％）也远远高于Ⅱ期和Ⅲ期，所以，尘肺的发病以Ⅰ

期为主［５８］。从累计尘肺不同期别病死率比较中可以得到，Ⅲ

期病死率（８３．６７％）高于Ⅰ期病死率和Ⅱ期病死率，说明随着

尘肺期别的增高，病死率依次增高［９１０］。所以，相关卫生主管

部门应该把防治监管的重心放在Ⅰ期患者身上，以调离粉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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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岗位、增加每年体检次数、减少其个人支付医药费用等

方式，让他们坚持治疗，尽量避免病情的持续恶化。对于Ⅱ、Ⅲ

期的患者，则可以给予安慰治疗，在提高存活质量的同时，尽量

延长生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尘肺的平均发病工龄为（２０．５０±５．４５）年，

与全国煤炭行业的平均发病工龄（２０．７２年）
［１］相近。尘肺病

死率也均低于全国尘肺病死率（２４．２８％）
［３］，可能与工人自我

防护意识的逐步增强、监管部门责任的逐步落实等有关，这也

是对于该矿防治尘肺工作的肯定，但对粉尘暴露人群和尘肺患

者的健康监护仍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还需加强。

肺结核是尘肺患者的一种常见而严重的合并症，它使尘肺

病情恶化、加重，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１１１４］。近３年新发尘肺

合并肺结核的状况没有差别，但合并结核率明显高于全国人群

肺结核患病率（３９２／１０万）。故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防治，是

今后监管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目前，松藻煤矿工人尘肺的现状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

善，但是在尘肺患病率、Ⅲ期患者病死率、职业病复查监管的力

度也不完善，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措施还存在一些漏洞等问

题，是不容忽视的。出现漏报等问题不仅可能会影响本次调查

结果，还可能隐藏工人不良身体的状况，延误最佳预防、治疗的

时机，因此，需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不仅如此，还应改革生

产工艺，增加科技和机械的投入比例，减少井下职工手工采煤

操作，尽可能地减少粉尘接触。在提高监管和工作防护的同

时，落实每年尘肺暴露人群和患者健康监护的执行次数，从源

头和发展中有效地减少尘肺病和中晚期尘肺病发生。尘肺病

的治疗也不容忽视，降低个人支付医疗费用比例、改善医患沟

通、防治并发症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应该加强锻炼，合理膳

食，注重防寒保暖，保证充足的睡眠等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尘肺

病防治中也有不小的作用。总之，牢记预防尘肺“八字方针”，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切实保护煤矿工人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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