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０２
作者简介： 吴锐 （１９７１—）， 男，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５５—２０１７ 年青海省石棉肺发病情况调查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５ ｔｏ ２０１７

吴锐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摘要： 收集青海省 １９５５—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报告的 １８４ 例石棉

肺患者的资料， 按全国统一的 “尘肺病例卡” 逐项进行统计。
其中男 １５９ 例、 女 ２５ 例， 壹、 贰、 叁期石棉肺分别为 １４９ 例、
２２ 例、 １３ 例。 患者平均诊断年龄 （５０ ３±１０ ７） 岁， 平均接

尘工龄 （２５ ６±８ １） 年。 石棉肺病例的主要死因为肺心病、
肺癌。 工种构成中以选矿工和编织工所占的比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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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掌握青海省石棉肺发病情况， 分析发病规律，

对青海省 １９５５—２０１７ 年报告的石棉肺病例进行了汇总

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９５５ 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青海省确诊的全部石棉肺病例 （包
括现患病例和死亡病例）。 病例按全国统一的 “尘肺病例

卡”，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对

数据统计分析。 内容包括石棉肺期别、 工种和开始接尘年代

及平均发病年龄的构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青海省 １９５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累计石棉肺病例 １８４ 例， 其

中男 １７９ 例、 女 ５ 例； 壹期 １４９ 例、 贰期 ２２ 例、 叁期 １３ 例；
现患 １１９ 例、 死亡 ６５ 例。 石棉肺分布在海西州某石棉矿

（１５６ 例， ８４ ７８％）、 海北州某石棉矿 （２７ 例， １４ ６７％）、 西

宁市某石棉制品厂 （１ 例， 占 ０ ５４％）。
２ ２　 病例发病年代分布 （表 １）

表 １　 不同年代接尘工人石棉肺发病情况 例

开始接尘年代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死亡

１９７０ 年前 ５３ １１ ６ ７０ ２６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７１ ６ ５ ８２ ３１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０ ４ ２ １６ 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１１ １ ０ １２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４ ０ ０ ４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４９ ２２ １３ １８４ ６５

２ ３　 工种构成

１８４ 例中选矿工、 编织工和制瓦工所占比例较大， 见

表 ２。

　 表 ２　 １９５５—２０１７ 年石棉肺病例的工种分布 例数（％）
工种 壹期 贰期 叁期 合计

选矿工 ６８（４５．６） ９（４０．９） １０（７６．９） ８７（４７．３）
运输工 ６（４．０） ２（９．１） ０ 　 　 ８（４．３）
爆破工 ２（１．３） ０ 　 　 ０ 　 　 ２（１．１）
配料工 ４（２．７） ２（９．１） ０ 　 　 ６（３．３）
编织工 ４７（３１．５） ７（３１．８） ３（２３．１） ５７（３１．０）
制瓦工 ２０（１３．４） ２（９．１） ０ 　 　 ２２（１２．０）
其他　 ２（１．３） ０ 　 　 ０ 　 　 ２（１．１）
合计 １４９（８１ ０） ２２（１２ ０） １３（７ １） １８４（１００ ０）

２ ４　 死亡病例分析

６５ 例死亡病例中， 壹期 ５３ 例、 贰期 ７ 例、 叁期 ５ 例。 死

亡年龄 ３０～７８ 岁， 平均 ６１ ２ 岁， 不同年代接尘工人石棉肺死

亡情况见表 １， 死因构成见表 ３。
表 ３　 石棉肺病例死因构成

死因 死亡例数 构成比（％） 死因 死亡例数 构成比（％）
肺癌　 １２ １８ ４６ 骨癌　 １ １ ５４
胃癌　 ２ ３ ０８ 肺心病 １９ ２９ ２３
肝癌　 ２ ３ ０８ 石棉肺 １８ ２７ ６９

食管癌 ２ ３ ０８ 肺结核 ４ ６ １５

胰腺癌 １ １ ５４ 其他　 ４ ６ １５

２ ５　 接尘工龄和诊断年龄

接尘工龄集中在 ２０～２９ 年之间， 平均 ２３ ３ 年， 占 ６１％； 诊断

年龄集中在 ５０～５９岁之间， 平均 ５０ ３岁， 占 ５１％。 详见表 ４、 ５。
表 ４　 青海省不同确诊时间石棉肺接尘工龄、 诊断年龄情况

确诊年份 病例数
诊断年龄 （岁） 接尘工龄 （年）
ｘ±ｓ 范围 ｘ±ｓ 范围

２００８ 年前 ８８ ５１ ５±１０ ０ ４０ ０～６９ ０ ２６ ８±７ ０ ２０ ０～３０ ０
２００９ ８ ４８ ９±１１ ０ ４２ ０～７２ ０ ２６ ０±６ ７ １９ ０～３６ ０
２０１０ ４ ５４ ９±１２ ６ ４８ ９～６９ ２ １７ ８±１２ ４ １２ ０～３３ ０
２０１２ １ ５０ ４ ５０ ４ １７ １ １７ １
２０１３ ９ ５２ ９±１２ ３ ５０ ４～５５ ０ ２４ ２±１０ ５ １７ ８～２１ ９
２０１５ １９ ５１ ７±９ ７ ５０ ０～５９ ７ １７ ２±１３ ３ １０ ０～２３ ０
２０１７ ５５ ４７ ７±９ ５ ３９ ０～６４ ０ ２５ ５±８ ２ ２２ ３～２８ ３
合计 １８４ ５０ ３±１０ ７ ３９ ０～７０ ０ ２５ ６±８ １ ２３ ３～３２ ０

　 　 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均无诊断病例。

表 ５　 不同期别石棉肺接尘工龄和诊断年龄分布 例

期别
接尘工龄 （年） 诊断年龄 （岁）

１０～１９ ２０～２９ ≥３０ ＜４０ ４０～４９ ５０～５９ ６０～６９ ≥７０
壹期 ２４ １０２ ２３ ２ ４１ ７５ ２９ ２
贰期 １５ ４ ３ — ２ １３ ４ ３
叁期 ３ ６ ４ １ １ ６ ４ １
合计 ４２（２３％） １１２（６１％） ３０（１６％） ３（２％） ４４（２４％） ９４（５１％） ３７（２０％） ６（３％）

２ ６　 不同工种诊断年龄、 接尘工龄分析

不同工种中以选矿工接尘工龄最短。 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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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康复及满意度的影响 （田雅玲） （５）： ３９７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

并发急性胰腺炎 ４３ 例临床分析 （邹宪宝） （６）： ４２９　 丹参川芎嗪注

射液 治 疗 重 度 急 性 有 机 磷 中 毒 心 肌 损 伤 的 临 床 观 察 （ 刘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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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　 铀浓缩设施工作场所空气中 ＵＦ６ 浓度限值的确定 （ 姜霞）
（５）：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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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听力组合测试在噪声聋诊断中鉴别伪聋和夸大性聋的应用初探

（姜晓琴） （１）： ７３　 噪声作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中常见问题及质控

措施探讨 （刘其才） （２）： １５７　 三种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在海洋石油

平台职业噪声危害评价中的比较 （张键） （３）： １６３　 某汽车制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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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接噪作业人员听力损害的调查 （陈建龙） （６）：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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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５）：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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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陈会祥） （４）：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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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无锡市疾控中心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分析 （吴辉） （１）： ４７　 某造纸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综合评估 （金
蕾） （１）： ５１　 某锂电池公司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

分析 （谢锋） （１）： ５４　 某电焊车间通风系统效果职业卫生学调查

（刘红） （１）： ５７　 离子膜烧碱企业氯气中毒预防控制措施分析 （焦
红） （１）： ５９　 无锡市电动车车架生产企业职业危害现状调查 （张金

龙） （２）： １３５　 某燃煤火力发电厂职业病危害分级与控制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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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 （２）： １４３　 某循环流化床锅炉发电厂粉尘危害及防护措施分析

（张士怀） （２）： １４５　 某机械制造生产车间电焊烟尘职业接触调查评

估 （陈会祥） （２）： １４７　 两种风险评估法在铅酸蓄电池行业职业危

害评价中的应用 （冯斌） （３）： ２１６　 某造纸厂高档纸板工程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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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孙冬雪） （３）： ２２８　 某焦化厂炼焦车间职业病危害现状及防

治对策分析 （孙苑菡） （４）： ３１３　 工作场所焦炉逸散物接触的健康

风险评估 （孙冬雪） （４）： ３１５　 某公司 ２００ ｔ ／ ｄ 难处理金精矿冶炼过

程职业卫生调查与分析 （杨淼） （５）： ３７６　 某木薯乙醇项目职业病

危害因素调查 （黄翔） （５）： ３７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青海省女工职业病

危害和职业病发病特征分析 （马晓明） （６）： ４３９　 淄博市 ２１ 家耐火

材料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李宁） （６）： ４４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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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情况调查分析 （侯旭剑） （６）： ４６１
职业病诊断鉴定 　 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重点职业病诊断现状分析 （衣菲）
（１）： ４２　 职业病诊断难问题刍议 （肖云龙） （１）： ７２　 甘肃省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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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解决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张君） （２）：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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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防护　 某市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局部排风和个体防护认知调查 （王
淑玉） （５）： ３７２　 浅谈腹腔镜器械专职护士的职业防护 （李利萍）
（５）： ３９２　
职业紧张　 供电企业职业紧张现状调查 （李华亮） （５）： ３５９　 上海

市某三甲专科医院结核科护士职业紧张影响因素分析 （ 肖力）
（５）： ３６３
职业卫生　 Ｘ 射线衍射仪的辐射水平检测与职业卫生管理 （姜霞）
（２）： １３７　 南通市农药生产企业职工职业卫生状况调查分析 （王博

深） （４）： ３０７
职业应激　 护理人员职业应激源、 应激评估和干预研究现状 （余丹）
（３）： １９０
中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无锡市急性职业中毒发病情况分析 （任晓明）
（１）： ４３　 ４７５ 例中毒住院患者临床分析 （周蜜） （２）： １０９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４ 年陕西省眉县中毒伤害病例分析 （飒日娜） （３）： ２０４　 急性职

业中毒事故中对危害因素识别的思考 （王庚） （５）： ３９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重庆市职业中毒发病情况分析 （罗东） （６）： ４４６
中毒性脑病 　 １６ 例工业毒物所致中毒性脑病的护理 （任虹彦）
（５）： ３９８

（上接第 ４４８ 页）
表 ６　 不同工种石棉肺诊断年龄、 接尘工龄

工种 病例数 平均诊断年龄（岁） 平均接尘工龄（年）

选矿工 ８７ （４７ ３） ４６ ９±９ ４ ２４ ４±８ ４
运输工 ８ （４ ３） ４８ ２±９ ３ ２６ ６±６ ３
配料工 ６ （３ ３） ５８ ６±１０ ８ ２４ ７±７ ６
编织工 ５７ （３１ ０） ４９ ５±１１ ５ ２６ ３±６ ４
制瓦工 ２２ （１２ ０） ４８ ７±１１ １ ２６ ５±６ ８
其他 ４ （２ ２） ５０ ０±１０ ７ ２７ １±８ ５
合计 １８４ ５０ ３±１０ ７ ２５ ９±７ ３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青海省石棉肺患者中选矿工和编织

工的发病比例较大， 明显高于辅助工种。 病例的诊断年龄以

５０～５９ 岁为主， 平均诊断年龄为 ５０ ３ 岁； 石棉肺接尘工龄集

中在 ２０～２９ 年， 平均接尘工龄（２５ ６±８ １）年。 ６５ 例死亡病例

的年龄 ３０～７８ 岁， 平均 ６１ ２ 岁； 死因以肺心病所占比例最高

（２９ ２３％）。 本调查表明，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省

需进一步加强石棉肺的重点防治工作， 切实保障粉尘作业人

员的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 同时应加强对石棉肺患者的动态

管理， 对症治疗， 延长寿命， 提高其生命质量。

·０８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第 ３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Ｄｅｃ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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