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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某煤矿肺结核现患调查分析

淮北矿务 局职 业病 防治院 (2 3 5 0 0 0) 胡念领 陈卫 东 李静茄

淮北矿务局结核病防治所 杨乃树 任建军 杨 怀 曲 峰

为掌握煤矿结核病流行规律
,

我们于 1 9 9 3 年对某 摸底调查
,

填写规定表格
,

凡具备以下条件之 一为胸透

煤矿进行现况调查
,

现报告如下
。

筛选对象
:

( 1) 凡有咳嗽
、

胸痛
、

发热二周以上或有痰

1 对象与方法 血
、

咯血史者 ; ( 2) 有活动性肺结核密切接触史者
;

1
.

1 调查对象 (3 )有肺结核病史未正规化疗者
;
( 4) 患有糖尿病

、

胃
、

以局 内各矿
、

厂为单位
,

以在册职工和其家属为调 肾切除术后等易合并结核病者
。

查对象
。

1
.

2
.

3 凡胸透肺部有可疑阴影者
,

摄后前位胸片
,

同

1
.

2 调查方法 时涂厚痰片查结核 菌两次
,

最后由肺科
、

放射科及结防

1
.

2
.

1 对 。一 14 岁的儿童按学校班级
、

托儿所及 居 所专家集体会诊确诊
。

委会按统一表格登记造册
,

采 用上海生物制品厂生产 飞
.

2
.

4 尘肺病人一律摄后前位胸片
,

必要时加前弓

的 旧结素 (冻干 ) (批号
:

9 2 0 6 9)
,

按 1
:

2 0 0 0 稀释
,

位片
,

结合临床症状
、

化验室检查集体诊断
。

对 3 个月 以上 14 岁以下儿童进行 O T 试验
,

凡强 阳性 2 结果

者 (硬结平均直径 ) 20 m m 或伴有水泡
、

坏死
、

丘疹
、

2
.

1 检出率的比较

淋巴管炎 ) 列 为检查对象
,

进行摄正
、

侧位胸片检查
。

五个年龄组的尘 肺人群与非尘 肺人群 比较见表

对三个月以内新生儿一律不做 O T 试验
,

按结素反 应 1
。

非 尘肺少
、

群中以 。一 14 岁组检出率最高
,

1 5 岁以后

,’0
”

登记及统计
。

年龄组检出率呈增加趋势 尘肺少
、
群中也以 低年龄组

1
.

2
.

2 15 岁以上 (含 15 岁 ) 按单位
、

居委会进行 检出率最高
。

表 1 不同年龄组 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

年龄组

(岁 )

非尘肺病人群 尘肺病人群

调查 人数 病人数 检出率 (% ) 调查 人数 病人数 检 出率 (% )

1 6
.

6 0

1
.

1 5

1
.

5 4

2
.

4 8

3
.

4 2

5
.

1 8

6 0

1 32 3

1 14 6

2 5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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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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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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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调查对象按职业划分为八个人群
,

进行检出率

的比较
,

见表 2
。

不同人群中以学生
、

儿童检出率最高
,

其次是离退休职工
。

尘肺病人群检出率不高
。

表 2 不 同工种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

工 种 调查人数 病人数 检出率 ( % )

接 尘 工 3 0 5 7 5 9 1
.

9 2

非 接 尘 工 4 0 1 4 5 0 1
.

2 4

干 部 1 3 0 6 1 3 0
.

9 9

家 属 1 7 5 4 3 1 1
.

7 6

离退休职工 9 05 51 5
.

63

尘 肺 病 人 2 5 2 9 4 0 1
.

5 8

学 生 2 1 8 0 3 8 7 1 8
.

1 8

儿 童 1 0 9 9 15 1 1 3
.

7 3

不同线索类别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汉
,

见表 3
。

在

不同线索中 O T 试验强阳性检出率最高
,

其次是有肺

结核史未经正规化疗
。

表 3 不同
“

线索
”

类别活动性肺结核检出情况

线索类别 调查 人数 病人数 检 出率 ( % )

有肺结核可疑症状

有肺结核 密切接触 史

患有易合并肺结核
疾病者

有肺结核 史未经 正
规化疗

O T 试验强 阳性

尘肺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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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比较

不同年龄组活动性肺结核非尘肺病人群与尘肺病

非尘肺病人群
,

非尘肺病人群中以高年龄组最高
,

其次

是低年龄组
。

人群现患率比较见表 4
。

尘肺病人群现患率远远高于

表 4 年龄组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

年龄组

(岁 )

非尘肺病人群

总人 口数

4 2 2 8 1

6 8 0 2 5

4 4 0 7 3

3 5 8 3 5

1 0 8 8 2

2 0 1 0 9 6

现患病 人数 现患率 (%
。
) 总人数

尘肺病人群

现患病人数 现患率 (%
。
)

133274一413

O ~

1 5~

3 0~

4 5~

6 0~

合计 1 2 9 2

1 2
.

8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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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6
.

3 7

6
.

4 5

1 3
.

5 0

6
.

4 2

6 6

1 4 5 6

1 4 20

2 9 4 2

9 0
.

9 0

9 1
.

3 0

1 92
.

9 0

1 4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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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比较见表 5
。

尘肺

病人群现患率最高
,

其次是离退休人群
、

学生
、

接尘工
。

表 5 不同工种活动性肺结核现患率

工 种 总人 口数 现 患病人数 现患率 (%
。
)

接 尘 工 3 7 1 6 7 3 8 1 10
·

25

非 接 尘 工 4 7 1 3 9 1 4 0 2
.

9 7

干 部 1 6 4 7 2 3 4 2
.

0 6

家 属 4 0 2 68 4 2 1
.

0 4

离退 休职工 1 0 4 48 1 4 9 1 4
.

2 6

尘肺病人群 2 94 2 4 1 3 1 4 0
.

3 0

学 生 3 4 2 5 0 39 5 1 1
·

5 3

儿 童 1 5 3 5 2 15 1 9
.

3 4

3 讨论

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揭示
:

我国肺结核

患病率曲线图中高峰出现在 ) 60 岁的老年人
。

淮北煤

矿 非尘肺 人 群 为 6
.

40 %
。 ,

高 于全 国第三 次 流调

5
.

2 3%
。 ,

第二 次 流调 5
.

50 %
。 ,

低 于 1 9 7 9 年 流 调

7
.

1 7%
。

。

煤矿结核患病率高峰在尘肺病人群中
,

尘肺病

人群 ) 60 岁最高达到 192
.

90 %
。 ,

即使是其他年龄组亦

远远高于非尘肺人群中最高年龄组 ) 60 岁的老年人

1 3
.

50 %
。

。

非尘肺病人群出现两个高现患率组
:

) 60 岁

组 13
.

50 %
。 ,

o一 14 岁组 12
.

84 %
。

。

职业上尘肺人群最

高 140
.

30 %
。 ,

其次 为 离退 休 职工 14
.

26 %
。 ,

学 生

n
·

53 %
。 ,

接尘工 10
·

25 %
。 ,

呈现出明显的煤矿特点
。

结核的检出率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

如发病率
、

试验

室条件
、

透视摄片技术
、

体检的频率高低
。

本次调查中
,

高现患率尘肺人群检出率低这可能与尘肺患者均有多

次摄片复查及时检出有关
。

从以上所述
,

看出煤矿防瘩工作
,

应注意以下几

点
:

( l) 首要重点应放在尘肺人群的预防上
。

肺结核是

尘肺死亡的首要死因
,

它加速尘肺病变的进展
,

病死率

升高
。

其次是老年人
、

离退休职工
、

学生
、

接尘工人等

人群
。

(2 ) 煤矿结核患病有两个高峰 (妻 60 岁
、 。一 14

岁 )
,

另外还有特殊人群 (尘肺病人
、

接尘工人 )
,

结核

的疫情是严重的
,

要有紧迫感
,

应抓紧建设有煤矿特色

的结防队伍的硬件
、

软件工程
。

( 3) 职防队伍兼职承担

起防疥职责
,

实现一 网两用
,

把尘肺普查胸片做到一片

两用
。

( 4 ) 加强尘肺病人管理
,

尤其对那些肺结核经治

疗痊愈的病人
,

由原尘肺合并肺结核而成为单纯尘肺
,

这部分病人一旦复发
,

将成为单纯尘肺中的传染源
。

矽

肺患者采用 3R 药物预防可减少 50 % 肺结核发病的例

子是可以借鉴的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1 2 修回
:

1 9 9 5一 0 3一 1 4 )

105 名高频作业者的健康调查报告

汕头市职业病防治所 ( 5 15 0 4 1) 林 场

近年来我们对汕头市机械
、

电子
、

塑皮行业的 105

名高频作业工人进行了健康调查
,

旨在进一步揭示高

频操作的职业危害
,

为预防高频职业病提供科学依据
。

1 调查对象

1
.

1 接触组 从事高频操作人员 105 名
,

其中男 56

名
,

女 49 名
。

年龄 19 一 45 岁
,

平均年龄 31 岁
。

接触

高频工龄 2一 13 年
,

平均 6
.

5 年
。

每 日接触高频电磁场

3一 8 小时
。

1
.

2 对照组 选择无高频及其他职业危害接触的工

人 103 名
,

其中男 57 名
,

女 46 名
。

年龄 19 一 46 岁
,

平

均年龄 32 岁
。

工龄 2一 14 年
,

平均 8 年
。

1
.

3 接触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 两组人员在民族
、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