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能力 , 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和准确

处理。从本调查结果可以看到 , 现场救援人员职业应激反应

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参加救援工作的次数 , 个体产生应激反

应的时间和频率;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 , 即可控制性;

承担的工作任务是否接近事故中心 , 即事件的危险程度和工

作负荷等。职业应激的某些影响因素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予

以消减 , 比如通过严格的专业技能训练 , 提高救援人员的现

场处置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 并提高对突发事件和现场环境

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 , 可以起到减小职业应激反应的强度 、

降低心身疾病发生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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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湖南省尘肺数据信息库中 1954年至 2008年底

13 081例尘肺死亡病例的死因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尘肺的全死因 24种 , 前 3位死因是尘肺 (占 24.35%)、 肺结

核 (占 22.86%)、 肺原 性 心脏 病 和肺 循 环 疾病 (占

14.11%)。各期别尘肺前 10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不同年代尘

肺的前 5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上世纪 60年代以前 、 70年

代 、 80年代尘肺的第一死因是肺结核 , 上世纪 90年代和

2000年以后尘肺的第一死因是尘肺;矽肺和煤工尘肺的前 5

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矽肺的第一死因是肺结核 , 煤工尘肺

的第一死因是尘肺。 提示要加强尘肺患者的健康监护以及抗

结核和抗感染的治疗 , 防止并发症 , 降低病死率 , 延长患者

的寿命 , 提高生活和生存质量 。

关键词:尘肺;死因;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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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是我国也是湖南省危害最为严重的职业病 , 为了解

其死亡原因 , 探讨死亡规律 , 为尘肺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湖南省 1954年至 2008年底报告的 13 081例尘肺死亡

病例的死因资料进行了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资料来源于湖南省尘肺数据信息库 [ 1] 。

1.2　方法

将数据信息库中尘肺死亡病例的死因数据信息转换成

Excel电子表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尘肺及其不同期别尘肺的死因

按卫生部 《尘肺报告卡 》 所规定的 24种死因分类 [ 2] ,

13 081例尘肺死亡病例填报的死因共 24种 , 前 3位死因是尘

肺 (24.35%)、 肺结核 (22.86%)、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

疾病 (14.11%);各期尘肺前 10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其中

I期尘肺前 3位死因是肺结核 (20.07%)、 尘肺 (14.02%)、

其他 病 因 (13.46%);Ⅱ 期 尘 肺前 3 位死 因 是 尘肺

(32.21%)、 肺结核 (19.67%)、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

(14.26%);Ⅲ期尘肺前 3位死因是肺结核 (36.54%)、 尘肺

(33.66%)、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 (15.74%)。尘肺及

其不同期别尘肺前 10顺位死因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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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尘肺及其不同期别前 10顺位死因

直接

死因

尘肺期别

Ⅰ期

例数

构成比

(%)

Ⅱ期

例数

构成比

(%)

Ⅲ期

例数

构成比

(%)

死亡

例数

构成比

(%)

尘肺 818 14.02 1 583 32.21 785 33.66 3 186 24.35

肺结核 1 171 20.07 967 19.67 852 36.54 2 990 22.86

肺原性心
脏病和肺
循环疾病

785 13.36 701 14.26 367 15.74 1 853 14.17

其他死因 778 13.44 430 8.75 66 2.83 1 274 9.74

死因不明 538 9.22 259 5.27 41 1.76 838 6.41

气管 、 支气
管和肺的恶
性肿瘤

388 6.65 185 3.76 31 1.33 604 4.62

肺炎慢性下
呼吸道疾病

235 4.03 116 2.36 27 1.16 378 2.89

特发 性 高
血压

207 3.55 117 2.38 20 0.86 344 2.63

高血压心脏
和肾脏疾病

143 2.45 133 2.70 20 0.86 296 2.26

肝和肝内胆
管恶性肿瘤

172 2.95 76 1.55 11 0.47 259 1.98

其余 14
种死因

599 10.26 348 7.09 112 4.79 1 059 8.10

合计 5 834 100 4 915 100 2 332 100 13 081 100

2.2　不同年代尘肺的死因

湖南省在 1954年开始诊断尘肺。按上世纪 60年代及以

前 、 70年代 、 80年代 、 90年代及 2000年以后划分 5个年代 ,

不同年代尘肺的前 5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上世纪 60年代及

以前 、 70年代 、 80年代尘肺的第一死因是肺结核 , 上世纪 90

年代和 2000年以后尘肺的第一死因是尘肺。 5个不同年代尘

肺的前 5顺位死因情况详见表 2。

2.3　不同种类尘肺的死因

在 13 081例尘肺死亡病例中 13种尘肺都有 , 但以矽肺和

煤工尘肺占绝大多数 , 分别是 7 280例 (55.65%)、 4 408例

(33.70%), 其余 11种尘肺仅 1 393例 (10.65%)。矽肺和

煤工尘肺的前 5顺位死因大致相似 , 但矽肺的第一死因是肺

结核 , 煤工尘肺的第一死因是尘肺 , 其余 11种尘肺之和的第

一死因是尘肺。矽肺 、 煤工尘肺及其余 11种尘肺的前 5顺位

死因情况详见表 3。

3　讨论

13 081例尘肺及其不同期别尘肺死亡病例前 3位死因都

是尘肺 、 肺结核 、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病 , 占全死因的

61.38%, 与所报道的前 3位死因是肺结核 、 尘肺 、 肺癌 [ 3]和

前 3位死因是尘肺 、 慢性肺心病 、 肺结核 [ 4]有所不同 , 但本

样本量远远大于上述文献的调查数量 , 故应更能说明尘肺死

表 2　不同年代尘肺前 5顺位死因

1954～ 1969年 1970 ～ 1979年 1980～ 1989年 1990～ 1999年 2000 ～ 2008年

主要

死因

例

数

构成比

(%)

主要

死因

例

数

构成比

(%)

主要

死因

例

数

构成比

(%)

主要

死因

例

数

构成比

(%)

主要

死因

例

数

构成比

(%)

肺结核 512 49.85 肺结核 716 38.70 肺结核 1 006 25.80 尘肺 1 134 27.21 尘肺 760 35.56

尘肺 204 19.86 尘肺 320 17.30
肺原性心

脏病和肺

循环疾病

649 16.65 肺结核 614 14.73 死因不明 326 15.26

肺原性心

脏病和肺

循环疾病

112 10.91

肺原性心

脏病和肺

循环疾病

282 15.24 尘肺 643 16.49

肺原性心

脏病和肺

循环疾病

594 14.25 其他死因 284 13.29

其他死因 60 5.84 其他死因 132 7.14 其他死因 432 11.11 其他死因 356 8.54 肺结核 140 6.55

死因不明 32 3.12 死因不明 55 2.97

气管支气管

和肺的恶

性肿瘤

209 5.36

气管支气

管和肺的

恶性肿瘤

249 5.97

肺原性心

脏病和肺

循环疾病

131 6.13

其余 19

种死因
107 10.42

其余 19

种死因
345 18.65

其余 19

种死因
959 24.59

其余 19

种死因
1 221 29.30

其余 19

种死因
496 23.21

合计 1 027 100 　 1 850 100 3 899 100 　 4 168 100 　 2 137 100

表 3　矽肺 、 煤工尘肺及其余 11种尘肺前 5顺位死因

矽肺 煤工尘肺 其余 11种尘肺

主要死因 例数 构成比 (%) 主要死因 例数 构成比 (%) 主要死因 例数 构成比 (%)

肺结核 2 138 29.37 尘肺 1 083 24.57 尘肺 258 18.52

尘肺 1 778 24.42 肺结核 766 17.38 慢性肺心病 229 16.44

慢性肺心病 854 11.73 慢性肺心病 703 15.95 其他死因 166 11.92

其他死因 584 8.02 其他死因 524 11.89 肺结核 152 10.91

死因不明 425 5.84 死因不明 273 6.19 死因不明 140 10.05

其余 19种死因 1 501 20.62 其余 19种死因 1 058 24.02 其余 19种死因 488 32.16

合计 7 280 100 　 4 408 100 　 1 3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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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问题。目前尘肺尚无根治办法 , 肺纤维化具有不可逆性和

进展性 , 而尘肺病人的机体抵抗力降低 , 尤其是呼吸系统的

清除自净能力下降 , 肺结核 、 肺及支气管感染 、 肺心病是尘

肺病人最常见 、 最频发的并发症 , 且一旦出现 , 病情进展加

剧 , 甚至死亡 [ 5] 。尘肺 、 肺结核 、 肺原性心脏病和肺循环疾

病已成为尘肺病人的主要死因。因此 , 要加强尘肺患者的健

康监护以及抗结核和抗感染的治疗 , 防止并发症 , 降低病死

率 , 延长患者的寿命 , 提高生活和生存质量 [ 4] 。

其他死因是第四位死因 , 可能与尘肺全死因只分 24

种 [ 2] , 除了 23种死因外 , 其余都归为其他死因有关。死因不

明为第五位死因 , 是由于尘肺病人中大多数在基层厂矿企业

及农村地区 , 医疗条件差 , 救治水平低 , 而无法辨清死因所

致。然而 , 这两种死因数量过多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计分

析结果的准确性 , 值得注意。

不同年代尘肺的主要死因有所不同 ,这与相关研究有相似

的结果 [ 3] 。上世纪 60年代以前、 70年代 、80年代的尘肺其第一

死因均是肺结核 ,而上世纪 90年代和 2000年以后尘肺的第一死

因是尘肺 ,肺结核分别降至第二和第四死因 ,这很可能与当时的

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有关, 特别是加强抗痨工作后 ,对合并肺结

核患者的控制率提高 ,使死于肺结核的尘肺患者减少。

矽肺与煤工尘肺是湖南省两种最主要的尘肺 , 其死亡病

例占总死亡病例的 89.35%[ 6] , 因此 , 加强对这两种尘肺的防

治是做好全省尘肺防治工作的重点。矽肺与煤工尘肺的前 5

顺位死因除第一 、 第二位不同外 , 其余顺位相同 , 肺结核是

矽肺的第一死因 、 煤工尘肺的第二死因 , 很可能是湖南省矽

肺合并肺结核率比煤工尘肺合并结核率高所致 [ 6] 。 所以 , 注

意对矽肺患者的防痨抗痨治疗也是湖南省整个尘肺防治工作

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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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测定研究对象的肺活量 (VC), 用力肺活量

(FVC)、 一秒钟用力呼气容积 (FEV1.0)、 一秒钟用力呼气容

积占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 (FEV1.0 /FVC%)、 残气容积

(RV)、 残总比 (RV/TLC%)和一氧化碳弥散量 (DLCO)等

指标。用两维方差分析法检验肺功能指标在年龄 、 性别和研

究组间的差异。 VC、 FVC、 FEV1.0和 DLCO在年龄和性别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EV1.0 /FVC%低年龄组高于高年龄组 ,

女性高于男性 , 年龄和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V/TLC%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 年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V/TLC%在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煤工尘肺呈现混合

性肺功能损害 , 石棉组的肺功能有限制性损害的趋势 , 煤尘

组的肺功能有混合性损害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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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卫生部统计 , 2008年全国共报告新发各类职业病

13 744例 , 其中尘肺病新病例占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

78.79%。截至 2008年底 , 全国累积报告的尘肺病例 638 234

例。工人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可引起肺组织纤维化 , 最终导

致尘肺病的发生和肺功能下降 , 严重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

肺功能检查是客观反映肺功能状态的一种无创伤性检查方

法 [ 1] , 也是早期发现尘肺患者呼吸系统损伤 、 病情判断 、 疗

效观察 、 劳动能力鉴定和职业流行病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手

段 [ 2] 。本研究通过测定对照人群 、 粉尘作业工人和尘肺病例

的肺功能 , 揭示粉尘对作业人员肺功能的影响及其规律 , 为

尘肺病的防治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对照人群和粉尘作业工人 , 根据是否发生

尘肺病将粉尘作业工人分为接尘组和尘肺组。 尘肺组:用整

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某煤矿的Ⅰ期煤工尘肺病人 70例 (均

为男性)。接尘组:从某机械加工厂 、 石棉制品厂和煤矿抽取

接尘工龄在 10年以上且 X线胸片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的工人

277例。其中 , 矽尘作业工人 80例 、 石棉工人 64例 、 煤矿工

人 133例。对照组:从某仪表厂抽取工龄 >10年的不接尘工

人 166人。对照组除不接触粉尘外 , 劳动强度 、 经济状况以

及吸烟等情况与接尘组相似 , 3个组的年龄 、 工龄 、 性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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