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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南通市尘肺病网报病例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 结果显示， 南通市诊断并网报尘肺病 １３６ 例， 其

中新发病例 １２６ 例， 首次晋期病例 ９ 例、 再次晋期病例 １ 例。
新发尘肺病病例中以矽肺和电焊工尘肺为主 （占 ６９ ８１％）；
男性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女性， 男女性别比为 １０ ４５ ∶ １； 诊断

年龄 ６０～６９ 岁人数最多， 接尘工龄 １０～ １９ 年人数最多； 壹期

尘肺占比最高 （７４ ６０％）， 贰期和叁期病例相对较少； 通用

与专业设备制造业的病例最多， 工种以电焊工最多； 用人单

位性质以小型私有企业居多； 地区分布以通州区、 如皋市、
港闸区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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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粉尘是我国最为广泛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尘肺病目前仍是我国危害最为严重的职业病［１，２］。 为

进一步了解南通市尘肺病发病情况和特点， 采取有效

措施预防和控制尘肺病， 我们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南通

市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发病情况进行系统整理和汇总分

析。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通市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并网报的 １３６ 例尘肺病例

中的 １２６ 例新发病例作为研究对象。
１ ２　 方法　 通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子

系统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中的 《尘
肺病报告卡》 收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南通市尘肺病病例

相关信息。 《尘肺病报告卡》 均经县区、 市和省级相

关部门审核。 以其报告的诊断时间为界点， 病例准入

与截止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尘肺病由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业病医师依据 《尘肺病

诊断标准》 （ＧＢＺ７０—２００９）、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

断》 （ＧＢＺ７０—２０１５） 集体诊断。 企业行业类别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划分， 企

业经济类型按照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

定》 划分［３］， 企业规模按照 《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

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 划分［４］。
１ ３　 统计分析　 相关数据由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

息监测系统》 直接以 Ｅｘｃｅｌ 电子表格形式导出，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南通市诊断并网报尘

肺病 １３６ 例， 其中新病例 １２６ 例、 首次晋期病例 ９
例、 再次晋期病例 １ 例。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８ 年发病

例数最多， 其次为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 每年诊断的尘肺

病中尘肺壹期所占比例均高于 ５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

新发尘肺病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南通市新发尘肺病情况 例（％）

年份 尘肺壹期 尘肺贰期 尘肺叁期 合计

２００６ ４（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４（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７ ９（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９（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６（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２（８５ ７２） １（７ １４） １（７ １４） １４（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９０ ９１） ０ １（９ ０９） １１（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２（８５ ７２） １（７ １４） １（７ １４） １４（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２ ４（５７ １４） １（１４ ２９） ２（２８ ５７） ７（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３ ７（６３ ６４） ３（２７ ２７） １（９ ０９） １１（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４ ３（７５ ００） ０ １（２５ ００） ４（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５ ７（５３ ８５） ２（１５ ３８） ４（３０ ７７） １３（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６ ８（６１ ５４） １（７ ６９） ４（３０ ７７） １３（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３（５０ ００） １（１６ ６７） ２（３３ ３３） ６（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８ ９（６４ ２９） ３（２１ ４２） ２（１４ ２９） １４（１００ ００）

合计 ９４（７４ ６０） １３（１０ ３２） １９（１５ ０８） １２６（１００ ００）

２ ２　 病种及地区分布 　 １２６ 例新发尘肺病例涉及 ９
个尘肺病种， 病例分布全市所有县市区， 以通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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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 港闸区病例最多。 矽肺主要分布在如皋市和

通州区， 电焊工尘肺主要分布在港闸区和通州区。 新

发尘肺病病种及地区分布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南通市新发尘肺病病种的地区分布 例

地区
电焊工

尘肺

滑石

尘肺

煤工

尘肺

其他

尘肺
石棉肺

石墨

尘肺

陶工

尘肺
矽肺

铸工

尘肺
合计

通州区 ８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１３ ３ ２７

如皋市 １ ０ ３ １ ０ ０ ０ １８ １ ２４

港闸区 １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０ ５ ３ ２３

海安县 １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９ ２ １６

如东县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１ ７ １ １２

崇川区 ４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２ １０

海门市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５

开发区 ２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５

启东市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合计 ３０ ２ ８ ９ ４ １ １ ５８ １３ １２６

２ ３　 性别、 年龄及工龄分布 　 １２６ 例新发尘肺病病

例中， 男性 １１５ 例 （占 ９１ ２７％）、 女性 １１ 例 （占

８ ７３％）， 男、 女性别比为 １０ ４５ ∶ １， 其中电焊工尘

肺、 石棉肺和矽肺均有女性。 接尘年龄 ３４ ～ ８１ 岁，
其中 ６０～６９ 岁人数最多， 其次是 ５０ ～ ５９ 岁。 接尘工

龄 ２～４０ 年， 前三位分别是 １０～１９ 年、 ５～９ 年、 ２０～
２９ 年。 详见表 ３ 和表 ４。

表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南通市新发尘肺病病种的性别分布 例

性别
电焊工

尘肺

滑石

尘肺

煤工

尘肺

其他

尘肺
石棉肺

石墨

尘肺

陶工

尘肺
矽肺

铸工

尘肺
合计

男 ２８ ２ ８ ９ ２ １ １ ５１ １３ １１５

女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７ ０ １１

合计 ３０ ２ ８ ９ ４ １ １ ５８ １３ １２６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南通市新发尘肺病例年龄及工龄分布

年龄（岁） 例数 构成比（％） 工龄（年） 例数 构成比（％）

３０～３９ ６ ４ ７６ ＜５ １３ １０ ３２

４０～４９ ２３ １８ ２５ ５～９ ２７ ２１ ４３

５０～５９ ３８ ３０ １６ １０～１９ ５６ ４４ ４４

６０～６９ ３９ ３０ ９５ ２０～２９ ２４ １９ ０５

７０～７９ １８ １４ ２９ ３０～３９ ５ ３ ９７

≥８０ ２ １ ５９ ≥４０ １ ０ ７９

２ ４　 工种与行业分布 　 尘肺病病例来自 １６ 个行业，
以通用与专业设备制造业最多， 其次为船舶及浮动装置

制造业， ３～５ 位依次为电力和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 公

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工种居前三

位的 是 电 焊 工、 清 砂 工、 型 砂 工， 分 别 为 ３１ 例

（２４ ６０％）、 １６ 例 （１２ ７０％） 和 ９ 例 （７ １４％）。
２ ５　 用人单位性质分布　 在企业经济类型分布方面，
私有经济占比最高 （８３ 例， 占 ６５ ８７％）， 其次分别

为国有经济 （ ２６ 例， 占 ２０ ６３％）、 外商经济 （ １０
例， 占 ７ ９４％）、 集体经济 （５ 例， 占 ３ ９７％）、 港澳

台经济 （２ 例， 占 １ ５９％）。 企业规模分布从高到低

依次为小型企业 （ ５４ 例， 占 ４２ ８６％）、 中型企业

（３９ 例， 占 ３０ ９５％）、 大型企业 （８ 例， 占 ６ ３５％）、
企业类型不详的有 ２５ 例 （占 １９ ５４％）。

３　 讨　 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南通市新发尘肺病病例中以矽肺

和电焊工尘肺为主 （占 ６９ ８４％）， 男、 女性别比为

１０ ４５ ∶ １， 年龄以 ６０～６９ 岁人数最多， 接尘工龄 １０～
１９ 年人数最多， 壹期尘肺占 ７４ ６０％， 行业以通用与

专业设备制造业的病例最多， 工种以电焊工最多， 用

人单位性质以小型私有企业居多， 地区分布以通州

区、 如皋市、 港闸区人数较多。 分析原因主要为

（１） 南通市沿江靠海， 船舶及配套制造业较发达，
相关企业主要分布在通州区、 如皋市、 港闸区， 从事

该作业的人员较多， 导致电焊工尘肺和矽肺高发， 这

与全国尘肺病病例近半数以上为煤工尘肺不同［５］。
（２） 粉尘作业大多为重体力劳动， 并以男性为主［６］。
（３） 尘肺病的发病是一个递进过程， 生产性粉尘对

肺部的损害不仅存在患者作业期间， 脱离粉尘作业后

病情仍会继续发展。 （４） 壹期尘肺占比较高， 说明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对于延长患者寿命， 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５） 部分小型私有经

济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目的， 忽视职工健康，
职业病防治经费投入不足， 防护措施差， 管理不到

位， 导致发病人数较多。
为有效控制南通市尘肺病的发生， 保障劳动者的

生命健康， 减少政府的经济损失， 建议政府相关部

门、 职业卫生监测机构以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等

相关单位加强对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 重点工种和重

点企业的职业健康管理、 防尘效果监测和职业健康监

护， 保护职业人群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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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８）

　 　 摘要： 选取尘肺病患者 １２０ 例， 应用自制问卷对患者的疾

病认知情况、 疾病知识了解需求、 疾病相关知识主要来源以

及期望获取健康教育途径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１２０ 例尘肺病

患者的疾病认知问卷评分为 （４４ １０±８ ５２） 分； 患者对于吸

烟、 抗生素合理应用、 吸入性激素类药物应用、 口服激素治

疗、 长期氧疗等方面评分均较低， 对于尘肺病概念、 肺灌洗、
尘肺病因、 尘肺病症状、 咳痰、 运动等方面评分相对较高；
疾病知识来源主要为医生宣教， 其次为媒体宣传； 最希望了

解的疾病相关知识为尘肺保健康复， 其次为疾病危害及治疗；
最希望通过与医护人员交谈获取疾病知识， 其次为一对一指

导、 影像资料。 提示患者尘肺病知识掌握度不高， 对健康教

育需求迫切， 需实施针对性措施强化健康宣教， 强化患者的

自我管理能力，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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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是因长期吸入生产性矿物粉尘导致的肺纤

维化疾病， 在我国属于高发职业病［１］。 临床上对尘肺

病的治疗尚无特效药物与方法， 主要是通过减少合并

症， 避免肺部功能持续恶化，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

平［２］。 尘肺病易发人群为外来务工人员， 因其文化程

度较低， 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疾病相关知识能力较差，
因此对疾病产生的危害认知度不足， 无法做好自身保

健， 不利于疾病预后改善。 因此做好尘肺病患者的疾

病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尚无应用于

尘肺病患者疾病认知的特定评测工具， 本次调查应用

自行设计的问卷， 探讨尘肺病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

况， 为开展尘肺病自我管理干预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我院收

治的 １２０ 例尘肺病患者， 均为男性， 年龄 ３２ ～ ６４ 岁、
平均 （４５ ８±６ １） 岁， 病程 ０ ５～２５ 年、 平均 （８ ３±
２ ８） 年， 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 ５ 例、 初中 ５０ 例、 小

学及以下 ６５ 例， 其中尘肺壹期 ８０ 例、 贰期 ３２ 例、
叁期 ８ 例。 纳入标准： 病情均与 《尘肺病诊断标准》
（ＧＢＺ７０—２０１５） 相符， 且经临床病史、 胸片以及肺

功能检查确诊； 对本次研究内容知情同意。 排除标

准： 言语沟通交流障碍者， 认知功能障碍者， 精神异

常者。
１ ２　 方法　 采用自制的尘肺病知识问卷进行调查。
问卷包括 １３ 个条目， 分别为尘肺病概念、 尘肺病症

状、 咳痰、 运动、 口服激素治疗、 长期氧疗、 肺灌

洗、 尘肺病因、 气喘症状、 肺部感染、 吸烟、 抗生素

合理应用与吸入性激素类药物应用， 各条目下包括 ５
个问题， 每个问题分别包括对、 错以及不知道 ３ 个答

案， 正确为 １ 分、 错误或不知道为 ０ 分， 总分为 ６５
分， 评分＞５０ 分为患者对尘肺病知识的掌握度较高、
４０～５０ 分为掌握度一般、 ＜４０ 分为掌握度较差， 各条

目总分＞４ 分为高水平、 ３ ～ ４ 分为中水平、 ＜３ 分为低

水平。 本问卷在开展预调查后进行优化修改， 重测信

度为 ０ ９４０，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２２。 医护人员将

问卷发放给患者， 对问卷调查的内容进行介绍， 指导

患者逐项填写， 若患者文化程度较低无法独立完成填

写， 则由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回答代为填写。 同时通

过发放调查问卷， 统计患者的疾病知识来源、 期望获

取疾病知识的途径、 希望了解的疾病知识类型。
１ ３　 统计分析 　 原始数据输入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软件，
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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