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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回顾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无锡市１ ３８０例新发尘肺诊

断情况。 尘肺病种类以矽肺占比最高， 达 ７４ ５７％； 以 ２００９
年新发病例最多， ２０１１ 年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助动自行车、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电焊工尘肺发病呈上升趋势， 应

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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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我市尘肺发病现状及特点， 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无锡

市尘肺的诊断情况进行分析， 为制定与实施职业病防治的预

防政策和战略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无锡地区各级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与

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中尘肺病报告卡及职业病有关的档

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审查、核对，并按

诊断结果、 种类、 用人单位性质、 行业分布等信息进行统计

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 提出对策建议和预警职业卫生

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无锡市各职业病诊断机构共诊断各类尘肺

新发病例１ ３８０例， 其中矽肺所占比例最高， 共报告１ ０２９例，
占 ７４ ５７％； 煤工尘肺 １０５ 例， 占 ７ ６１％； 电焊工尘肺 １０２
例， 占 ７ ３９％。 其余依次为铸工尘肺 （６ ０１％）、 陶工尘肺

（３ ２６％）、 其他各类尘肺 （１ １６％）， 结果见表 １。
２００６ 年新发病例数最少 （１１６ 例）， ２００９ 年新发病例数

最多 （１８９ 例），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呈逐年下降趋势 （表 １）。
非矽肺新病例主要为煤工尘肺、 电焊工尘肺、 铸工尘肺、 陶

工尘肺， 其中煤工尘肺和铸工尘肺 ２００９ 年前呈上升趋势，
２００９ 年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电焊工尘肺每年新病例数及所占

比例均处于逐年上升趋势。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各类尘肺新病例汇总 例

年份 矽肺
非矽肺尘肺

煤工尘肺 电焊工尘肺 铸工尘肺 陶工尘肺 铝尘肺 水泥尘肺 碳黑尘肺 石墨尘肺 滑石尘肺 小计
合计

２００６ １１２ １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１６
２００７ １３１ １４ ２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８ １４９
２００８ ９１ ２３ ２ ２ ５ ０ ０ ０ １ ０ ３３ １２４
２００９ １２５ ２９ ３ ２１ ９ ０ １ ０ ０ １ ６４ １８９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２ ４ ２２ ３ ０ １ ０ ０ ０ ４２ １４２
２０１１ １４３ １１ ９ １９ ３ ０ ２ ０ ０ ０ ４４ １８７
２０１２ １１８ ６ ２３ １３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１ １６９
２０１３ １２０ ６ ２０ ４ ５ ２ ０ １ ０ ０ ３８ １５８
２０１４ ８９ ３ ３９ １ ８ ２ １ １ １ １ ５７ １４６
合计 １ ０２９ １０５ １０２ ８３ ４５ ５ ５ ２ ２ ２ ３５１ １ ３８０

２ ２　 电焊工尘肺分布

２ ２ １　 性别及年龄、 工龄分布 　 １０２ 例电焊工尘肺患者中，
男性 ９１ 例、 女性 １１ 例， 分别占 ８９ ２２％和 １０ ７８％。 首次诊断

为壹期的有 ８６ 例 （８４ ３１％）、 贰期 １５ 例 （１４ ７１％）、 叁期 １
例 （０ ９８％）。 首次诊断为壹期的平均发病年龄 （ ４１ ３０ ±
６ ４３） 岁， ４０～ ５０ 岁的占 ５８ １４％； 发病工龄 （１０ ９４±５ ００）
年， 工龄 ５～１５ 年的占 ８２ ５６％。
２ ２ ２　 地区、 经济类型、 企业规模和行业分布　 １０２ 例电焊

工尘肺新发病例中用人单位最多为锡山区 ５２ 例 （５０ ９８％），
其余依次为江阴市 ２１ 例 （２０ ５９％）、 新区 １６ 例 （１５ ６９％），
三地区合计 ８９ 例， 占 ８７ ２５％。 ９９ 例发生在非公有经济类型

的企业， 其中私营经济 （９１ １８％）、 外商经济 （４ ９０％）， 私

营经济首次诊断即为贰期、 叁期的病例有 １４ 例， 占该经济类

型的 １５ ０５％。 ７０ 例发生在小型企业， 占 ６８ ６３％， 可以看出

病例数量与企业规模成反比。 按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分类分析，
发病最多的是运输设备制造业， 新发病例 ５４ 例， 占 ５２ ９４％，
其次是金属制品业 ３０ 例 （２９ ４１％）、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８ 例

（７ ８４％）， 三行业尘肺合计 ９２ 例， 占 ９０ ２０％。 运输设备制造

业中与助动自行车、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相关作业的有

５２ 例， 占 ９６ ３０％， 新病例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呈直线上升趋势，
２００９ 年 １ 例， ２０１２ 年 ９ 例，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例， ２０１４ 年 ３２ 例。
２ ３　 助动自行车、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电焊工尘肺分

布情况

５２ 例相关行业电焊工尘肺患者中男性 ４８ 例、 女性 ４ 例，
分别 占 ９２ ３１％ 和 ７ ６９％。 首 次 诊 断 为 壹 期 的 有 ４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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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４６％）、 贰期 ６ 例 （ １１ ５４％）。 平均发病年龄 （ ４１ ０８ ±
５ ８０） 岁， ３５～ ５０ 岁的占 ８０ ７７％； 发病工龄 （１０ １１±３ ２６）
年， 工龄 ５～１５ 年的占 ８４ ６２％。 新病例用人单位均为私营企

业， 锡山区 ４２ 例 （８０ ７７％）、 新区 １０ 例 （１９ ２３％）， 其中小

型企业 ３８ 家、 中型企业 １４ 家。
３　 讨论

无锡经济发达， 各类企业众多， 尤其是外资、 私营、 乡

镇企业分布广、 数量多、 种类繁多， 职业卫生工作面临严峻

挑战。 从本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１） 全市尘肺发病形势不

容乐观， 在报告的各类新发尘肺中， 矽肺仍然是目前我市的

主要尘肺病， 发病居首位， 占 ７４ ５７％； （２） 尘肺和矽肺新病

例 ２０１１ 年起呈下降趋势， 非矽肺新病例中煤工尘肺和铸工尘

肺 ２００９ 年前呈上升趋势， ２００９ 年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３） 电

焊工尘肺每年新病例数及所占比例均处于逐年上升趋势，
２０１４ 年达 ３９ 例 （占非矽肺新病例 ６８ ４２％）； （４） 经行业细

分发现， ９６ ３０％的新病例出自助动自行车及摩托车制造业；
（５） 电焊工尘肺在助动自行车、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

发病年龄轻， 平均发病年龄 （４１ ０８±５ ８０） 岁， ３５ ～ ５０ 岁的

占 ８０ ７７％， 接尘工龄短， 平均发病工龄 （１０ １１±３ ２６） 年，
工龄 ５～１５ 年的占 ８４ ６２％。 电焊工尘肺的发病及进展较缓慢，
发病工龄一般在 １０ 年以上， 范围在 １５～２５ 年［１］ 。 但本次研究

发现， 电焊工尘肺特别是助动自行车、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业工人发病年龄更轻、 接尘工龄更短。
近些年来， 由于产业结构发生改变， 无锡市尘肺发病行

业发生改变， 以前几乎全部集中在采石场、 煤矿等采矿领域，

后由于采石场及煤矿的关闭， 尘肺发病病谱也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矽肺和煤工尘肺呈下降趋势， 主要发病为原有存量接

害人群的发病， 另外发现增量的新发电焊工尘肺近年有急速

上升趋势。 这与无锡是全国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基地之一和相

关产品配套中心相一致。
目前我市尚缺乏区域性职业病防治规划， 职业卫生监管

力量薄弱， 基层监管机构普遍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

与我市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不相适应。 从尘肺防治的

角度， 应基于无锡本地尘肺发病病谱实际， 目前为降低尘肺

的发病率应首先以电焊工尘肺的防治为重点， 以降低尘肺新

病例增量， 着重在锡山区及新区的助动自行车、 摩托车相关

运输设备制造业中进行， 并以私营经济、 中小型企业为重点。
同时应做好存量粉尘接害人群的健康管理， 早期发现、 早期

诊断、 早期治疗， 延缓病程发展。
改革开放后， 我市私营企业发展迅速， 多属技术门槛低、

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的中小型企业。 应根据不同地区企业分布、
产业结构特点， 制订科学有效的职业病防治方案， 同时加大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力度， 尤其是重点行业按照 《职业病防治

法》 的要求， 改善企业的职业卫生条件， 加强对接尘人员的

卫生防护和健康检查， 强调用人单位对职业病防治的主体责

任， 提高工人自我防护意识， 有效降低职业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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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加油站作业工人健康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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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检测本市 ４８ 家加油站作业环境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 对 ４８４ 名作业人员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接触组神经系

统症状、 皮肤角化皲裂、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心电图异常的

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随工龄的增加而升高。 提示长期

接触汽油、 苯及苯系物可对作业工人神经、 血液、 心血管系

统及肝肾组织有一定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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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加油站作业人员的健康状况， 指导企业加强职业

卫生管理工作， 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对本市 ４８
家加油站进行了职业卫生学调查， 对接触汽油、 苯及苯系物、
噪声、 粉尘的 ４８４ 名作业人员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 从市区及所辖 ５ 个县抽取 ４８ 家加油

站， 其中市区 ８ 家， 县级加油站 ４０ 家。 对工作场所空气中汽

油、 苯及苯系物、 粉尘和噪声浓 （强） 度进行检测。 选取

４８４ 名加油站作业人员作为接触组， 其中男性 １９９ 名、 女性

２８５ 名， 年龄 １８～５７ 岁 （平均 ３５ 岁）， 工龄 １～３７ 年。 以不接

触毒物的公务员 ４６２ 名为对照组， 年龄 １８ ～ ５７ 岁 （平均 ３５
岁）， 工龄 １～３７ 年。 两组人员均无神经精神、 心血管病史。
１ ２　 方法

按照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

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第 ２ 部分： 物理因素》 （ＧＢＺ２ ２—２００７） 进行评价。 依

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５９—
２００４）、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及 《工作场所空

气有毒物质测定 芳香烃类化合物—苯、 甲苯的热解析⁃气
相色谱法》 （ＧＢＺ ／ Ｔ１６０．４２—２００７）进行采样检测。所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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