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驻地在此三个区域的特点有关。 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

用人单位尘肺病发病高， 除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经济

实体发展历史较长、 职业病的防护设施逐渐老化陈旧和用工

相对稳定、 工人接触粉尘累计时间较长等因素外， 也与这些

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的职业卫生法律、 法规， 认真履行对

职工的职业健康检查有关。 新发尘肺病病例在中型规模企业

的发病数较高， 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国有大型企业的职业病防

治机构和各项管理制度健全， 防尘措施相对完善， 粉尘浓度

符合卫生标准要求， 尘肺发病率低；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市企

业规模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数量少， 故大、
小型企业尘肺病例亦相对较少。
３ ４　 职业病发病趋于年轻化， 尘肺潜伏期缩短。 本次调查统

计的职业病病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４７ ８±１１ ４） 岁。 尘肺病新

发病例中， ２１ 世纪初开始接尘的工人已经有尘肺病发生。 有 １０
例 （０ ９６％） 年龄在 ２５～３４ 之间、 １３ 例 （１ ２％） 接尘工龄＜５
年的尘肺病例确诊， 提示部分病例出现发病年纪轻、 接尘工龄

及病程潜伏期缩短的现象。 分析发病迅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

面： 其一， 改革开放后乡镇、 个体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 忽视

了职业健康和安全生产， 工作环境中职业病有害因素未得到有

效控制； 尤其是尘肺病例较多的博山区某耐火材料厂和淄川区

某矽砂厂均存在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高、 粉尘浓度高的作

业环境， 因其职业病危害严重， 尘肺病检出率高而受到当地职

业卫生监督部门的查处。 其二， 此类行业职工普遍文化素质较

低， 对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知之甚少， 缺乏必要的防护及自我

防护意识。 其三， 用人单位未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开展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 没有及时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

查， 以致接尘工人几年内快速发病， 晋级迅速。
根据淄博市职业病发病报告情况， 为做好该地区职业病

防治工作， 建议政府部门建立有效的职业病防治监管机制，
建立职业病防治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职业病防治工作考核评

估体系。 突出重点， 加大职业病发病及危害因素的防控力度，
将煤工尘肺、 矽肺、 职业中毒和职业性噪声聋列为重点职业

病， 淄川区、 张店区和博山区列入重点地区， 煤炭、 建材、
冶金、 化工、 石化和机械行业列为重点行业， 国有经济和私

有经济的中型企业列为重点企业。 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和重

点企业的作业场所以及从业人员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对尘肺

病的防治除了加强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的控制外， 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要落实到位， 真正做到职业病早检查、 早发现；
对疑似尘肺病例采取及时调离接尘作业岗位等措施， 降低尘

肺发病率。 深入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和职业健康促进， 坚持预

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方针， 实行分类管理、 综合治理的策略，
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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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例新诊断农民工矽肺病例特征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４２１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ｓｉｓ ｎｅｗ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ｉ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雷红彦， 史春波， 李岳， 马晓明， 刘治华， 王庚， 康海丽， 吴扬帆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摘要： 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我省尘肺病诊断组诊断的 ４２１ 例

农民工矽肺病例为研究对象， 采用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学分

析方法对患者的人群、 时间、 地区 （三间） 分布等特征进行

分析。 ４２１ 例矽肺患者均为男性， 壹期 １５５ 例 （３６ ８％）、 贰

期 １４３ 例 （３４ ０％）、 叁期 １２３ 例 （２９ ２％）； 累计接尘工龄 ２
个月～１７ 年， ≤２ 年的 ２９３ 例 （６９ ６％）， 首次诊断为贰期以

上的 ２６６ 例， 占 ６３ ２％， 呈 “速发性矽肺” 特征， 平均诊断

年龄 （４１ ７±８ ２） 岁， 平均接尘工龄 １ ４ （０ ８～２ ４） 年， 均

低于非农民工平均诊断年龄 （４９ ３±９ ７） 岁和平均接尘工龄

２０ ０ （１２ ５～３２ ０） 年 （Ｐ＜０ ０５）。 Ｄ 县和 Ｃ 县是农民工矽肺

病例主要的分布地区， 分别为 ２８７ 例 （６８ ２％） 和 １０９ 例

（２５ ９％）， 占总病例的 ９４ １％， 均为出外省某金矿打工的返

乡农民工。 ４２１ 例矽肺除 １ 例分布在国有企业外， 其他均分布

在小型私营企业， 其中 ４１４ 例 （９８ ３％） 分布在金矿采选行

业， 工种集中在凿岩工 ３２９ 例 （ ７８ １％） 和搬运工 ３７ 例

（８ ８％）。 提示我省农民工矽肺患病形势严峻， 有明显的地区

和行业聚集性。 农民工所在的私人金矿设备简陋， 防尘设施

差， 工人个人防护意识差， 是造成矽肺高发的主要原因， 应

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关键词： 农民工； 矽肺； 流行特征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７）０４－０３０１－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７ ０４ ０１８
为了解农民工职业性矽肺病流行特征， 对我省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年诊断的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为预防

和控制农民工尘肺病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的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上进行网络报告的我省

４２１ 例农民工职业性矽肺病例为研究对象。 以上病例均经省尘

肺病诊断组按 《尘肺诊断标准》 （ ＧＢＺ７０—２００２、 ＧＢＺ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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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和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 （ＧＢＺ７０—２０１５） 进行诊断

及分期， 并将网络报告的 《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采用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学分析方法对 ４２１ 例矽肺病例人群、
时间、 地区 （三间） 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中位数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 检验水准 α 取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我省共新诊断职业性尘肺病 ９９５ 例， 其中矽

肺 ６０６ 例； ９９５ 例中农民工职业性尘肺病 ４３２ 例， 均为男性，
其中矽肺 ４２１ 例、 煤工尘肺 １０ 例、 石棉肺 １ 例； 农民工尘肺病

例占总病例的 ４３ ４％， 农民工矽肺占总矽肺病例的 ６９ ５％。
２ ２　 期别和地区分布

新诊断的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中， 首次诊断为叁期 １２３
例 （ ２９ ２％）、 贰 期 １４３ 例 （ ３４ ０％）、 壹 期 １５５ 例

（３６ ８％）； Ｄ 县和 Ｃ 县是农民工矽肺病例分布最多的地区，
分别为 ２８７ 例 （６８ ２％） 和 １０９ 例 （２５ ９％）， 占总病例的

９４ １％， 见表 １。
表 １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期别和地区分布 例

地区 矽肺壹期 矽肺贰期 矽肺叁期 合计 构成比 （％）

Ａ 市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Ｂ 县 ２ ２ ８ １２ ２ ９
Ｃ 县 ４０ ３１ ３８ １０９ ２５ ９
Ｄ 县 １１３ １０７ ６７ ２８７ ６８ ２
Ｅ 县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Ｆ 县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Ｇ 县 ０ ２ ４ ６ １ ４
Ｈ 县 ０ ０ ２ ２ ０ ５
Ｉ 县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Ｊ 市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合计 １５５ １４３ １２３ ４２１ １００ ０

２ ３　 行业、 经济类型和企业规模分布

４２１ 例矽肺除 １ 例分布在国有企业外， 其他均分布在小型

私营企业； ４１４ 例 （９８ ３％） 分布在私人金矿采选行业， 其他

采矿行业 ７ 例。
２ ４　 工种分布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工种分布为凿岩工 ３２９ 例 （７８ １％）、
搬运工 ３７ 例 （８ ８％）、 爆破工和运输工均为 １９ 例 （４ ５％）、
其他 １７ 例， 见表 ２。

表 ２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工种分布

工种　 　 例数 构成比 （％） 工种　 　 例数 构成比 （％）

凿岩工 ３２９ ７８ １ 掘进工 ５ １ ２
搬运工 ３７ ８ ８ 破碎工 ２ ０ ５
爆破工 １９ ４ ５ 冶炼浇铸 １ ０ ２
运输工 １９ ４ ５ 其它 １ ０ ２
采矿工 ８ １ ９ 合计 ４２１ １００ ００

２ ５　 诊断年龄构成

矽肺病例的诊断年龄 ２４ ７ ～ ６７ ５ 岁， 平均年龄 （４１ ７±

８ ２） 岁； 按不同年龄段分为 ５ 组， 其中 ３５～４４ 岁年龄段分布

病例最多， 为 ２０４ 例 （４８ ５％）， 见表 ３。 不同期别平均诊断

年龄见表 ４。
表 ３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诊断年龄分布 例

诊断年龄（岁） 矽肺壹期 矽肺贰期 矽肺叁期 合计 构成比（％）

＜２５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２５～３４ ２０ ３５ ２８ ８３ １９ ７
３５～４４ ７６ ７３ ５５ ２０４ ４８ ５
４５～５４ ４３ ２８ ３２ １０３ ２４ ５
≥５５ １６ ６ ８ ３０ ７ １
合计 １５５ １４３ １２３ ４２１ １００ ０

表 ４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不同期别平均诊断年龄

矽肺期别 例数 范围（岁） 平均诊断年龄（岁）

壹期 １５５ ２５ ８～６７ ５ ４３ ６±８ ４

贰期 １４３ ２４ ７～６０ ９ ３９ ９±７ ６

叁期 １２３ ２５ ９～６２ ６ ４１ ３±８ ０

合计 ４２１ ２４ ７～６７ ５ ４１ ７±８ ２

２ ６　 矽肺病例累计接尘工龄构成

表 ５ 可见， 农民工矽肺病例累计接尘工龄最长为 １７ 年，
最短的仅为 ２ 个月， 平均接尘工龄 １ ４ （０ ８ ～ ２ ４） 年； 接尘

工龄分布 ＜ １ 年的为 １３１ 例 （ ３１ １％）， ≤ ２ 年的 ２９３ 例

（６９ ６％）。 各期平均接尘工龄壹期为 １ ３ （０ ７ ～ ２ ８） 年， 贰

期为 １ ４ （０ ８～２ ４） 年， 叁期为 １ ３ （０ ８～２ ２） 年。
表 ５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接尘工龄分布 例

接尘工龄（年） 矽肺壹期 矽肺贰期 矽肺叁期 合计 构成比（％）

＜１　 ５４ ４０ ３７ １３１ ３１ １

１～２ ４７ ６２ ５３ １６２ ３８ ５

３～５ ５１ ２８ ２４ １０３ ２４ ５

＞５ ３ １３ ９ ２５ ５ ９

合计 １５５ １４３ １２３ ４２１ １００ ００

２ ７　 农民工与非农民工矽肺病例平均诊断年龄与平均接尘工

龄的比较

我省农民工矽肺病例平均诊断年龄为 （４１ ７±８ ２） 岁，
非农民工矽肺病例平均诊断年龄 （４９ ３±９ ７） 岁， 经 ｔ 检验，
农民工矽肺病例平均诊断工龄与平均接尘工龄均小于非农民

工 （Ｐ＜０ ０５）， 见表 ６。
表 ６　 农民工与非农民工矽肺病例诊断年龄与接尘工龄的比较

矽肺人群 例数 平均诊断年龄（岁） 平均接尘工龄（年）

农民工　 ４２１ ４１ ７±８ ２ １ ４ （０ ８～２ ４）
非农民工 １８５ ４９ ３±９ ７ ２０ ０ （１２ ５～３２ ０）
合计　 　 ６０６ ４４ ０±９ ４ ２ ２ （１ ０～１０ ０）

ｔ＝－９ ４， Ｐ＜０ ０５ Ｚ＝－１８ ４， 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３ １　 农民工矽肺发病情况严重， 应引起重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我省共新诊断职业性矽肺 ６０６ 例， 其中农

民工矽肺 ４２１ 例， 占 ６９ ５％， 说明农民工接触的粉尘游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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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硅含量较高， 矽肺发病情况严重， 危害较大， 应引起政

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应加强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做到

“早发现、 早诊断”， 以保护农民工的职业健康权益。
３ ２　 农民工矽肺病例呈现地区性、 行业聚集性等特点

农民工矽肺病例主要分布在 Ｄ 县 （２８７ 例） 和 Ｃ 县 （１０９
例）， 占总矽肺病例的 ９４ １％， 均为外省某金矿打工的返乡农

民工， 是农民工矽肺病例的主要分布地区。 农民工矽肺病例

主要分布在金矿采选行业 （９８ ３％）； 凿岩工是农民工矽肺的

主要工种， 占 ７８ １％， 这与马少元等［ １ ］ 报道农民工矽肺期别

高、 累积接尘工龄短、 矽肺发病年龄小， 凿岩工矽肺检出率

高达 ４０ ５８％的结果相一致。 农民工矽肺病例主要分布在私有

小型企业中 （４２０ 例）。 私有小型金矿采选矿， 接触的粉尘浓

度较高， 设备简陋， 无防尘设施， 基本不配备合格的个人防

护用品， 农民工个人防护意识差， 对尘肺病的严重性认识不

足， 都是导致矽肺病高发的主要原因。
３ ３　 农民工矽肺病例以中青年为主， 累计接尘工龄短， 呈

“速发性矽肺” 特征

矽肺的发病一般比较缓慢， 多在接尘 １５ ～ ２０ 年后发病，
少数由于持续吸入高浓度、 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粉尘， 经

１～２年即发病， 称为 “速发性矽肺”。 ４２１ 例农民工矽肺病例

接尘工龄最短的为 ２ 个月， 最长的 １７ 年， ≤２ 年的 ２９３ 例，
占 ６９ ６ ％， 平均接尘工龄为 １ ４ （０ ８ ～ ２ ４） 年， 呈 “速发

性矽肺” 特征， 而且首次诊断为矽肺叁期的 １２３ 例， 占

２９ ２％。 病例平均诊断年龄为 （４１ ７±８ ２） 岁， ３５ ～ ４４ 岁年

龄组的病例 ２０４ 例， 占 ４８ ５％； ４５ ～ ５４ 年龄组 １０３ 例， 占

２４ ５％。 可见， 农民工矽肺病例以青壮年为主。 矽肺难以治

愈， 患病后劳动能力下降， 对家庭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农

民工矽肺病例平均诊断年龄 ［ （４１ ７±８ ２） 岁］ 和平均接尘

工龄 ［ １ ４ （ ０ ８ ～ ２ ４） 年］ 均显著小于非农民工病例 （ Ｐ ＜
０ ０５）。 有文献报道［２］ ， 农民工大多在防尘措施及生产条件

差、 粉尘浓度高的作业环境下工作， 吸入粉尘量大， 是发病

工龄短、 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
尘肺病伤残率高， 严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

命安全， 加上部分农民工缺乏职业防护和维权意识， 罹患尘

肺病后往往得不到及时诊断、 救治和赔偿， 建议将农民工尘

肺病纳入医疗保障制度。 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职业

病问题， 加强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监管， 采取多层次多

方面的综合措施防控农民工矽肺病， 加强对农民工防尘知识

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提高农民工自觉的防尘意识， 坚持 “预
防为主、 防治结合” 的方针， 以减少农民工尘肺病的发生，
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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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勇１， 王家煜１， 李海燕１， 潘贵和２， 侯文胜３， 张宝林３， 钱万军１， 杨俊英１， 孙晓坤１， 朱涛１， 林东１

　 　 （１ 长庆石油勘探局职业病防治所，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２０１； ２ 辽河油田职业病防治所， 辽宁 盘锦　 １２４０１０； ３ 中国石油职

业病防治技术服务中心， 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 为探测某油田原油伴生气中苯系化合物含量情况，
随机选择 ５ 个采油厂、 １ 个输油处作为研究对象， 于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间连续对计量间、 输油泵房、 转油站储油罐罐口、 加

药间加药罐罐口、 油井井口及操作员工呼吸带进行采样检测。
３ ３８２ 份检测样品中， 苯、 甲苯、 二甲苯的检出率分别为

２７ ７６％、 ２２ ４１％、 １７ ５０％， 员 工 呼 吸 带 超 标 率 分 别 为

６ ９６％、 ２ １０％、 １ ３６％。 苯系物含量依次为井口＞储油罐口＞
加药罐口， 该油田原油为饱和烃和芳香烃 （含量 １５ １％ ～
２０ ６％） 的混合物。 苯系物主要来源于原油组分及油田助剂

（清防蜡剂、 破乳剂）， 该油田职业卫生关键控制点为油井井

口、 储油罐罐口、 加药间加药罐口。 目前使用的 ３ 种清防蜡

剂中均含有苯系物， ３ 种破乳剂中 ＹＴ⁃１００ 是加药间苯系物的

主要来源。 建议公司继续加大对生产助剂使用的监管， 及时

引进新型助剂， 加强个人防护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员工身体危

害， 保护身体健康。
关键词： 原油伴生气； 苯系化合物； 成因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４ 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７）０４－０３０３－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７ ０４ ０１９
根据含烃成分不同， 一般将石油分为烷烃基石油、 环烷

基石油、 混合基石油和芳烃基石油等几大类［１］ 。 石油伴生气

以甲烷（ＣＨ４）为主， 含有少量的乙烷（Ｃ２Ｈ６）、 丙烷（Ｃ３Ｈ８）、
丁烷 （ Ｃ４ Ｈ１０ ） ［２］ 。 苯 可 燃、 有 毒， 为 国 际 癌 症 研 究 署

（ＩＡＲＣ） 确定的一类致癌物， 也是我国 ８ 种常见致癌物质之

一。 苯、 甲苯和二甲苯 （以下简称苯系物） 均被列入美国环

境保护署 （ＥＰＡ） 的 １２９ 种优先污染物名单， 甲苯、 二甲苯

均有可能是致突变剂［３］ 。 鉴于石油行业苯系物检测的报道并

不多见， 故联合开展了此项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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