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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2009—2012 年间我国公开发表

有关尘肺的研究论文进行调查分析，从而为我国尘肺病预防

与控制、尘肺病的理论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1 检索数据源及方法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 CNKI) 中的“学术期刊

总库”为检索数据源，在医药卫生科技领域中以“尘肺”为

主题检索，以“粉尘、尘肺、矽肺、石棉肺”为关键词，进

行补充检索，出版年限定在 2009—2012 年 ( 剔除误检及简讯

等不符合要求的文献) ，自行设计调查表，用 Excel 2003 建立

数据库，进行各项统计描述。分别对文献年代分布、期刊分

布、基金论文、作者发文数量、作者机构、作者地区、主题

内容进行分析，以全面了解我国 4 年来尘肺研究情况。
2 结果

2. 1 论文的时间分布

4 年间我国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尘肺研究文献共1334
篇。从表 1 可以看出，2009—2012 年间，我国尘肺研究获得

深入稳步发展，每年的发文数量在 250 ～ 400 篇。表明我国尘

肺的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尘肺病发病广泛; 对尘肺的研究

形成了相对稳定和有一定规模的研究作者群，对尘肺病的研

究探讨不断拓展，进入了深入研究阶段。
表 1 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年度 篇数 %

2009 352 26. 39
2010 323 24. 21
2011 401 30. 06
2012 258 19. 34
合计 1334 100. 00

2. 2 论文期刊源分布

1334篇论文分布在 173 种公开出版的医学专业刊物上。
载文量在 20 篇以上的期刊共有 14 种，见表 2。2009—2012 年

间，这 14 种刊物共发表我国尘肺研究论文 651 篇，占 4 年间

发文总量的 48. 80%。这 14 种刊物可以看作是发表我国尘肺

研究论文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前 4 种刊物 《职业与健康》、
《中国职业医学》、《中国疗养医学》、《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发表的尘肺研究论文达 355 篇，是尘肺研究主题核心期刊中

的核心，在尘肺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学术导向作用。

表 2 论文的期刊源分布 ( 载文 20 篇以上的期刊)

刊名 发文数量 刊名 发文数量

职业与健康 124 临床肺科杂志 31
中国职业医学 86 实用预防医学 30
中国疗养医学 78 职业卫生与病伤 24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67 安全与健康 23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47 环境与职业医学 22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42 现代预防医学 20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37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

注: 载文相同的期刊排名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2. 3 基金文献

1334篇文献中有 70 篇文献由各类基金支持，占文献总数

的 5. 25%。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国家级基金资助达到了 32 项，有多项科

研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基金资助。这些基金文献，揭示了我

国的尘肺研究已受到各级各类科学基金的重视。
2. 4 作者机构

按第一作者单位分析国内发表尘肺研究文献的前 15 位的

机构是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职业病防治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职业卫生研究所、河北联合大学 ( 原华北煤炭医学

院) 、山西医科大学、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职业病防治院、淮南

矿业集团职业病防治院、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郑州大学、广西职业病防治研

究院、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中国医

科大学、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这 15 家

机构 4 年间发表文献 329 篇，占文献总量的 24. 66%，是我国

尘肺研究的活跃机构，他们的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能代表我

国尘肺研究的水平。其中 10 家是专业的职业病防治机构，5

所高等院校。表明我国各级专业职业病防治机构和高等院校，

是我国尘肺研究的重要技术力量。
2. 5 作者地区分布

我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对尘肺有文献研究。

其中以山西 ( 9. 5% ) 、河北 ( 9. 2% ) 、安徽 ( 8. 9% ) 、北京

( 7. 6% ) 、辽 宁 ( 7. 5% ) 、陕 西 ( 6. 3% ) 、河 南 ( 6. 1% ) 、

山东 ( 5. 4% ) 、湖南 ( 4. 5% ) 、广西 ( 4. 4% ) 等 10 个地区

最多，这 10 个地区发文数占发文总数的 69. 4%。我们注意

到，这些省市多为煤矿、有色金属、冶金等行业生产地或工

业地，尘肺发病病例相对其他省份要高，对于尘肺的研究文

献也相对较多。
2. 6 主题研究

2. 6. 1 文献主题内容分析 在分析篇名的基础上，结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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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关键词作进一步分析，以保证分类的准确性，结果见

表 3。从研究的主要内容看，尘肺研究的主题内容比较广泛，

论文主题涉及诊断和治疗、病因学、职业流行病学、护理、
并发症、预防控制、生物学和生化指标、生命生活质量监测

与健康教育等八大方面。其中尘肺临床诊疗和致病机制研究

是国内学者重点研究领域，报道文献量较为集中，4 年间发表

的文献量占总文献量的 65. 51%。生命生活质量监测与健康教

育等方面文献较少，仅占文献量的 0. 68%。
表 3 论文主题内容统计

主题 篇数 %

诊疗 541 40. 55
病因学 333 24. 96
职业流行病学 165 12. 37
护理 103 7. 72
并发症 77 5. 77
预防控制 64 4. 80
生物学和生化指标 42 3. 15
生命生活质量监测与健康教育 9 0. 68

合计 1334 100. 00

2. 6. 2 尘肺病的人群分布 通过统计分析我国 2009—2012
年尘肺主题论文，结合高频关键词分析，得出各类尘肺病研

究文献报道以矽肺 ( 394 篇) 、煤工尘肺 ( 256 篇) 、石棉肺

( 77 篇) 、电焊工尘肺 ( 41 篇) 为主，其他类别尘肺的文献

报道量均不足 20 篇。这与我国尘肺病的发生主要集中在煤炭

生产、有色金属、石棉、水泥生产等行业的一线工人相一致。
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这些一线工人正在或已经被农民工或

临时工所代替。
2. 6. 3 尘肺病的地区分布 小型企业尘肺病发病形势严峻，

超过半数的尘肺病分布在中小型企业［1］。郭雁飞等［2］收集的

粉尘危害事件分布在我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具有明显的地区分布特征: 山西、陕西主要以煤尘危

害为主，广东宝石加工业粉尘危害特别突出，海南、陕西、
湖南、河北、广西等省的有色金属行业都是粉尘危害的高发

区。一些新兴行业出现的新的粉尘危害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足

够重视，如浙江宁波等地蔺草加工产生的蔺草粉尘和牙科实

验室的制牙粉尘等。
2. 6. 4 尘肺病与工龄相关性 吴希祥等［3］研究证实，工龄

与累积患病率呈高度线性正相关。蒲新明等［4］也认为，我国

近年报告的新发尘肺病例具有接尘年龄小、发病年龄轻、接

尘工龄短、病情重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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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伤害所致经济负担 ( economic burden of occupation in-
jury) 是指职业伤害造成的缺勤、残疾 ( 失能) 、早亡给工伤

患者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1］。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

每年发生工伤事件 3. 17 亿件，约 3. 39 亿工人受到伤害，其

中死亡达 230 万人，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世界各国国

民经济总产值 ( GNP) 的 4%［2，3］。
我国 2007 年的安全生产报告显示，全年共发生各类安全

生产事故506 376起，死亡101 480人，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经济

损失［4］。据人社部报道，2011 年全国共受理工伤认定申请

115 万件，有 114 万工伤职工进行了工伤认定，其中 50. 8 万

工伤职工评定了伤残等级，约 13 万人死亡，工伤赔偿费用不

容小视。研究职业伤害经济负担有助于了解不同工伤结局损

失情况，工伤发生强度、分布规律、发生原因和影响因素，

为针对性制定工伤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1 主要研究结果

1. 1 人群分布

职业伤害经济负担有性别、年龄和行业差异。有研究者

指出男性职业伤害死亡人数和残疾调整生命年 ( disability ad-
justed life year，DALY) 负担约 5 倍于女性［5］，可能跟高危行

业工人以男性为主有关。男性中职业伤害住院费用支出集中

在 20 ～ 49 岁 的 青 壮 年，占 82. 3%，女 性 年 龄 分 布 相 对 分

散［6］。不同行业工伤发生率不同，其造成的经济负担也不同。
美国劳工局 2010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7］，75. 8% 的工伤发生在

服务业，24. 2%发生在制造业，其中职业病患者占 5. 1%。而

发生率较高的行业是制造业、建筑业、矿业。香港劳工局统

计的 2009 年和 2010 年工伤数据也显示，工伤率较高的行业

为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8］。我国研究者黄小武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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