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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风煤矿煤工尘肺发病情况

30 年动态观察
哈宽庭

提 要 为分析薄煤层小型煤矿煤工尘肺动态发病情况
、

规律及影响因素
,

按前瞻性调查方法

对各作业点粉尘浓度
、

接尘工人 X 线胸片进行了 30 年动态观察
。

结果 30 年间全矿共发现煤工尘肺

患者 75 0例
,

患病率 25
.

07 %
,

病死率 n
.

87 %
,

现患率 22
.

77 %
。

动态观察表明随着作业场所防尘措

施的不断改善
,

尘肺发病率明显下降
。

不同诊断年代的发病工龄
、

年龄及平均生存年限
,

随时间推

移明显延长
,

经等极相关检验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 (尸 < 0
.

0 5 )
。

提示薄煤层小型矿只要能采取以湿式

作业为主的综合防尘措施
,

就能预防和控制煤工尘肺的发生和发展
。

关链词 煤工尘肺 煤尘 粉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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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煤矿位于江苏茅 山地区
,

煤层厚约 分析
。

0
.

7米
,

年产 10 万吨
,

系典型的薄煤层小型矿
。

1
.

2 煤工尘肺发病资料

为了解煤工尘肺发病情况及其规律
,

为防治工 1 9 6 4年初首次对接尘工人进行胸部摄片

作提供依据
,

从 1 9 6 4年起即有计划地进行了前 检查
,

以后每隔 2年检查 1次
。

在检查间隔期间

瞻性调查
,

到 1 9 9 3年底整 30 年
。

现将有关资料 则对重点观察对象
、

+0 及确诊患者定期复查
。

整理报告如下
。

尘肺诊 断 由镇江市尘肺病诊 断组 按 1 9 6 3及

1 资料来源及方法 1 9 8 6年
“

标准
”

集体讨论后定诊
。

1
.

1 粉尘及地质资料 2 结果及分析

每年有计划地开展各作业点粉尘浓度及 .2 1 煤及围岩化学成分及放射性照射量

分散度测试
,

有选择地对不同岩层和煤的化学 .2 1
·

1 矿物组成 煤层属二叠纪上统
,

龙潭

成分
、

放射性照射量及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进行 组
,

距今约 2亿年
。

围岩亦属龙潭组
,

大致为砂

—
岩

、

泥岩
,

砂
、

泥质之比为 2 5 : 7 5左右
。

游离二

作者单位
:

2 1 2 0 03 镇江市卫生防疫站 氧化矽含 量各岩层 不 同
,

砂 岩为 30
.

5%一



C hine s e
JI n d M e d

,

A P r 1 9 9 7 ,

V o l
.

1 0 N o
.

2

5 1
.

8%
,

砂 质 页 岩 31
.

8% ~ 4 2
.

2%
,

页 岩

2 9
.

5%一 3 4
.

4 %
,

煤为 8%一 1 0 %
。

2
.

1
.

2 煤的化学组成及含量 煤除含有固定

碳 ( 8 6% )
、

氢 ( 5
.

8 % )
、

氮 ( 1
.

9 % ) 和氧 +

硫 (6
.

1% ) 外
,

尚含有钦
、

铰
、

错
、

锗
、

钡
、

钒
、

锌
、

锰等 17 种之多的微量金属元素
,

其含

量在 l ~ 6 0拜g / g 之间
。

2
.

1
.

3 井下 了辐射水平 在一 80 米
、

一 2 00

米
、

一 5 50 米不同开采水平用 F D
一

71 型闪烁辐

射仪对围岩 y 射线照射量进行测试
,

其剂量在

5
.

1 6一 2 0
.

5 2 只 1 0 一 , e / ( k g
·

h ) 之间
,

在正常

值上限值范围内
。

2
.

2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及分散度

井下各作业点粉尘浓度变化较大 (图 1 )
,

1 9 7 2年前井下为干式作业无防尘设施
,

粉尘浓

度高达 1 9 3 ~ 2 9 6 9 m g /m
3

之间
; 1 9 7 2年后采取

了以湿式作业为主的综合防尘措施
,

粉尘浓度

有所下降
,

平均为 2 5
.

1一 4 6 1m g / m
3 ; 1 9 7 9年后

成立了专职防尘管理机构和人员
,

加强了防尘

领导和管理
,

粉尘浓度进一步下降
,

平均在 27

一 6 7 m g /m
3

之间
; 1 9 8 5年后因管理体制改变

,

放松了防尘工作
,

粉尘浓度有所回升
,

达 1 60 ~

30 o m g / lsn
。

粉尘分散度较高
,

掘进部分小于 2

微米的占 43 %
,

2 ~ 5微米 33 %
,

大于 5微米仅占

2 6% ;
采煤部分小于 2微米约的占 25 %

,

2一 5微

米 53 %
,

大于 5微米 则占 22 %
。

煤工尘肺检出率(%à

粉尘几何度平均浓ǎ日g\日」

观 察 年 份 (年 )

图1 井下粉尘浓度与煤工尘肺检出率动态曲线

2
.

3 30 年来煤工尘肺发病情况

从 1 9 6 4年初到 1 9 9 3年底
,

累计摄片检查人

数为 2 9 92 人
,

占全矿 30 年来接尘 总人数的

97
.

5%
,

除 1 9 6 6~ 1 9 7 5年间因受大批新工人入

矿及时局影响外
,

每年受检率均在 90 %以上
,

故统计资料能正确
、

全面地反应该矿尘肺发生

和发展的实际情况
。

2
.

3
.

1 煤工尘肺患病率
、

现患率及分期构成

观察期间累计发现各期尘肺患者 7 50 例
,

总

患病率为 2 5
.

0 7%
,

其中 I 期 5 0 8例
,

亚期 1 9 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7年第 10 卷第 2 期

例
, l 期48 例

。

30 年中死亡 89 例
,

现患病例为 其患病率
、

现患率有很大差异 (见表 l)
。

66 1例
,

现患率为 22
.

77 %
。

不同入矿年代工人

衰 1 煤工尘肺发病情况及分期构成

入矿

年代

接尘

工人数

尽计病例数及分期 现患病例数及分期

合 计 合 计

例数 例数

4 6
.

0

3 7
.

8

2 3
.

7

1 0
.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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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
Oé任̀左
工

..

…
09
曰八J
O
八O j碑J任9é11巴1J1Qù八石月了左掩̀匕J任UO

OOJ山

Q口ù找件
刃

0
ùU

J胜玉,é八j11

11

一片匕JC00tl11OJllt了l

110̀

n月乃乙
0
内了八」匕JlóJ̀任涌任

0

八6OR
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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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累积病例数

圈 2 煤工尘肺新病例
、

死亡
、

累积病例动态曲线

2
.

3
.

2 煤工尘肺动态发病情况 如图2所示
,

该矿尘肺的发病有三个明显的高峰
,

即 1 9 6 4 ~

1 9 6 5
、

1 9 7 0 ~ 1 9 7 1
、

1 9 9 0~ 1 9 9 1年
,

它实质上

分别代表了 1 9 5 8年前原在其他矿工作多年后

调苏南地 区支援开矿的老工人和 1 9 5 9
、

1 9 6 9年

后入矿工人的发病高峰
。

从图 2可见
,

30 年来该

矿煤工尘肺新病例
,

累积
、

死亡和现患病例均

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

1 9 9 2~ 1 9 9 3年比 1 9 6 4 ~

1 9 6 5年增长 15
.

7一 1 7
.

9倍
。

动态观察中发现防尘前后尘肺发病有一

定差异
,

将 1 9 5 9年和 1 9 7 2年后入矿的工人统一

观察开始接尘后 20 年内尘肺发病情况
,

结果

1 9 7 2年有防尘措施后入矿工人 20 年来尘肺累

计发病率仅为 7
.

7%
,

比 1 9 5 9年入矿大部分时

间在无防尘设施下作业的工人的累计发病率

23
.

0 %下降整 3倍
,

二者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 ( X
Z
= 7 6

.

7 9
,

P < 0
.

0 0 5 )
。

2
.

3
.

3 各工种发病情况 因各工种之间调动

频繁
,

单一工种较少
,

故按主工种统计
。

如表 2

所示
,

掘进工发病率最高
,

累计发病率38
.

3%
,

现患率 35
.

5 % ;
采煤工次之

,

其他工种差异不

大
。

2
.

3
.

4 1期煤工尘肺发病工龄 对诊断前 1

年有正常或+0 胸片的 I 期尘肺患者
,

按百分位

数法统计其发病工龄如表 3所示
,

不同入矿年

代有一定的差异
。

1 9 5 9年后入矿工人 I 期尘肺

计 3 43 例
,

其 P 50 发病工龄为 1 4
.

3年
,

以掘进工

最低 1 2
.

4年 ; 1 9 6 9年后入矿工人患 I 期尘肺者

计 30 4例
,

其 sP
。

发病工龄为 1 8
.

1年
,

掘进工为

17
.

0年
,

平均延长 4年
。

除去晚发病例
,

不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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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年代 I 期尘肺平均发病工龄是逐年延长的
,

经等级相关检验表明
,

发病工龄的延长和时间

的推移有明显的相关 (r 一 。
.

6 79
, t一 .2 0 6 8, 尸

( 0
.

0 5 )
,

(见表 4 )
。

衰 2 各工种煤工尘肺发病情况

莱 计 病 例 现 患 例 数

工种 工人数 合 计

% %

1 1 1

3 2

7

6

l 3

例数

3 7 1

1 7 5

3 5
.

5

2 0
.

4

1 1
。

8

1 2
.

7

44l5

咋̀O口几bA
`

左,̀曰,d连
孟

,曰11八d月b口三O口
.

…
ù城ù八gJ曰,口 曰Jg口

11` .4

4752

,é,翻OJ111QJ1

3844

1 0 9 4

8 9 4

3 7 5

4 0 2

:::
1 3 0

4 5

7

7

例数

4 1 9

2 1 1

其 他其 他 2 2 7 1 5 5 1 2 1 9
.

2 1 5 4 1 2 0 8
.

9

农 3 不同工种
、

不同入矿年代 I 期煤工尘肺发病工龄百分位数分布

掘进工 采煤工 通修工 机运工 其 他
1 9 5 9 1 9 6 9 1 95 9 1 9 6 9 1 9 5 9 1 9 6 9 1 9 5 9 1 9 6 9 19 59 1 9 6 9

P S 4
.

5 8
.

8 7
.

1 1 0
.

2 5
.

2 1 5
.

0 7
.

3 1 6
.

7 7
.

1 1 2
.

9

P l o 5
.

9 1 1
.

0 9
.

1 1 1
.

3 6
.

6 1 6
.

0 1 0
.

3 1 7
.

5 1 2
.

2 1 3
.

8

P s o 1 2
.

4 1 7
.

0 14
.

7 1 7
.

8 1 7
.

0 2 1
.

5 1 7
.

8 2 2
.

4 1 9
.

0 2 1
.

0

P . o 2 1
.

4 2 3
.

0 2 3
.

0 2 2
.

9 2 6
.

9 2 4
.

7 2 5
.

9 2 4
.

9 2 5
.

8 2 3
.

6

P . s 2 4
.

0 2 3
.

8 2 5
.

8 2 3
.

8 2 7
.

4 2 5
.

3 2 6
.

8 2 5
.

5 2 6
.

9 2 3
.

8

注
:

本统计资料不包括 1 9 5 8年的老工人资料

2
.

3
.

5 1期煤工尘肺发病年龄 患 I 期煤工

尘肺的最小年龄仅 28 岁
,

大多数在 43 ~ 46 岁之

间
,

从表 4可看出
,

各个不同诊断年代其发病年

龄有明显的延长趋势
,

1 9 9 0~ 1 9 9 3年段诊断的

I 期患者平均年龄为 45
.

41 士 1
.

n 岁
,

比 1 9 6 4

一
9 6 5年段 ( 3 7

.

0 3士 1一 6岁 )延长 s年左右
,

等

级相关检验亦表示有明显正相关
。

不同诊断年代 I 期煤工尘肺发病工龄
、

发病年龄

诊断年代 例数
发病工龄 (年 ) 发病年龄 (年 )

几何均数 标准差 几何均数 标准差
ōbǹ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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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OJó11勺J丹JJ任比d,J,J44

J任月吮月性OJS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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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工111.11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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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皿U月0̀吸七J.b

9曰

~ 1 9 6 4

19 6 5 ~ 1 9 6 9

1 9 7 0 ~ 1 9 7 4

19 7 5 ~ 19 7 9

19 8 0 ~ 19 8 4

19 8 5 ~ 1 9 8 9

19 9 1 ~ 1 9 9 3

注
: r = 0

.

6 7 9
, t一 2

.

0 6 8
,

P < 0
.

0 5

2
.

3
.

6 煤工尘肺晋级年限 观察期间从 I 期

进展到 l 期的有 2 01 例
,

最短晋级年限不到 1

年
,

全矿中位数为 4
.

1年
,

有 58
.

2%的 I 期患者

在 5年内进展到 l 期
,

其中以掘进工病情进展

最快
,

中位数为 3
.

5年
,

这主要与接尘浓度和含

矽量高低有关
。

l 期进展到 l 期的共33 例
,

其

晋级年限的中位数 ( sP
。
) 为 5

.

5年
。

2
.

3
.

7 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情况 30 年来尘

肺合并肺结核者计 72 例
,

并发率为 9
.

6写
。

随尘

肺病期的增高
,

其并发率明显增高 ( I + T

4
.

7 2%
,

l + T 7
.

7 3%
,

l + T 2 9
.

1 7 % )
,

但

与工种无明显关系
。

2
.

3
.

8 煤工尘肺死亡情况

2
.

3
.

8
.

1 死因及死亡年龄
:

观察期间共死

亡 89 例
,

病死率为 n
.

87 %
,

以呼吸系统疾患死

亡的人数最多
,

计 37 例
,

占全死因的 41
.

6%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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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各种肿瘤和 肺结核
,

分别为 28
.

1 %和 2
.

3
.

8
.

2 生存年限
:

从诊期到死亡的平均

n
.

2%
,

病死率特别是因呼吸系统疾患的病死 生存年限为 13
.

7年
,

最短的不到 1年
。

从不同年

率有随病期增高而增高的趋势
。

尘肺患者死亡 代死亡病例生存年限百分位数分布 (表 5) 可看

年龄最小的为 3 9
.

5岁
,

平均为 60 岁
,

不同死亡 出
,

平均生存年限有明显延长
,

1 9 9 0 ~ 1 9 9 3年

年代其死亡年龄有明显的延长
。

P 50 病程 比 1 9 7 5一 1 9 7 9年组延长 15 年左右
。

表5 不同年代死亡病例生存年限百分位数分布

年 代 死亡例数
病 程 (年 )

P s P l o P s o
P , 0

P 95

1
.

6 2
.

2 4
.

0 11
.

1 1 1
.

2

ēē11C1 J1Q̀9目

19 7 5 ~

1 98 0 ~

1 98 5~

1 9 90 ~

9

1 9

2 7

2 8

10
.

5

1 3
.

3

1 9
.

0

14
.

5

1 9
.

9

2 3
.

2

注
:

本资料不包括 3例病理解剖诊断和 19 6 5 ~ 1 9 7 4年间死亡的 3例病例

讨论

通过对东风煤矿 1 9 64 一 1 9 9 3年 30 年的动

态观察
,

发现该矿尘肺发病情况 比较严重
,

具

有发病率高 ( 25
.

1% )
、

发病工龄短 ( 14 年 )
、

晋

级快 (4
.

1年 )
、

年龄轻 ( 44 岁 )
、

生存年限短

l( 3
.

7年 )
、

病死率高 (1 1
.

9% ) 的特点
,

且有

逐年上升趋势
,

30 年来新病例
,

累计
、

死亡和

现患数增加 15
.

7一 1 7
.

9倍
,

其累积患病比高达

46
·

7写
。

尘肺对职工的伤害远远高出煤矿 的其

他伤亡事故
,

已成为影响江南地区薄煤层小型

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

3
.

2 为探讨该矿尘肺发病率高的原因
,

曾对

井下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
、

分散度
、

游离二氧

化矽含量
、

放射性照射量和煤的微量金属含量

等作了调查
,

从多年的观察结果看
,

井下各作

业 点 y 射线照射量虽略高地面均值但仍属 正

常值范围内
;
煤的微量金属 品种虽多但含量较

低
,

都不足以影响尘肺的发生和发展
。

尘肺的

发病主要与现场粉尘浓度及含矽量高低有关
,

1 9 5 9年入矿工人较长时间在无 防尘设施下作

业
,

粉尘浓度平均在 2 2 0一 1 Og o m g /m
3 ,

超过

卫 生标准 96 ~ 5 46 倍
,

致使 尘肺 发病率高

( 42
·

3 % )
、

晋级快 (4
.

1年 )
,

尤以掘进工最突

出
,

呈快发型发展
; 1 9 7 2年后该矿采取了以湿

式为主的综合防尘措施
,

粉尘浓度下降至 27 ~

6 7 m g /耐左右
,

经过 20 年的观察
,

尘肺发病情

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

1 9 7 2年后入矿工人尘肺发

病率明显下降
,

仅为 7
.

7%
。

不同诊断年代患 I

期尘肺的平均发病工龄 由5
.

36 年延长到 20
.

18

年
,

发病年龄 由37 岁延长到 45
.

41 岁
,

患尘肺后

平均生存年限延长 15 年
,

快发型的发病势头得

到了有效控制
,

防尘工作取得 了明显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

这些都说明粉尘浓度的高低是

影响该矿尘肺发病的主要 因素
。

长期实践表

明
,

薄煤层小型矿只要能认真贯彻
、

坚持执行

以湿式为主的综合防尘措施
,

是能够有效控制

尘肺的发生和发展的
。

3
.

3 在死亡病例中
,

因呼吸系统疾患和肺结

核而死亡的计 47 例
,

占 52
.

8写
,

而且随病期加

重
,

死亡率明显增高
,

是影响煤工尘肺患者寿

命的主要因素
。

在 目前尚无治疗尘肺的特效药

物情况下
,

应积极做好病人的疗养
、

防疥和抗

感染治疗
,

加强病人的管理
,

这对改善病人临

床症状
,

延缓病情发展
,

增长寿命都具有深远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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