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疗摆位、 核医学分装注射工作人员） 应佩戴铅眼镜

或悬挂式铅玻璃屏； （２） 增强放射操作熟练程度，
缩短放射线接触时间； （３） 采取机械手段或者长柄

操作工具， 增加与放射源的距离； （４） 规范放射设

备及核素的操作； （５） 对已发生放射性白内障者及

时调离工作岗位。 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医疗机构放

射防护的执法力度， 加强对放射工作人员防护知识培

训、 个人受照剂量监测及职业健康体检的监管力度，
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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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石景山区职业性尘肺病例随访研究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ｎｉｏｓｉｓ

ｉｎ Ｓｈ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２０２１

云水英， 郭媛媛， 王明良， 苏领彦

（北京市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３）

　 　 摘要： 通过国家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对 ２０２１ 年石景山区新诊断及目前存活的职业性尘肺病例开展

随访研究。 结果显示， １６４ 例完成随访 １４７ 例、 失访 １７ 例，
尘肺病死亡 ６ 例； 随访病例中享有工伤保险者占 ９１ ４９％， 存

活病例除工伤保险、 用人单位赔付及基本医疗保险外， 均无

其他社会医疗保障。 患有尘肺合并症者占 ４５ ３９％， １０ ６４％病

例既往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 建议建立连续有效的

尘肺病例随访工作机制， 继续加强尘肺病职业健康检查、 健

康教育及用人单位监督管理， 合理解决与落实尘肺患者工伤

保险待遇等问题。
关键词： 尘肺； 随访；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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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给患者和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及沉重经济负

担， 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本研究对石景山区

尘肺现患病例的生存、 保障、 合并症等情况开展调

查， 为后续尘肺病康复站点的建设和管理奠定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根据重点职业病监测项目工作方案，
对国家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内 ２０２１
年石景山区既往及新诊断的 １６４ 例职业性尘肺病例开

展随访。

１ ２　 方法　 随访内容包括病例生存状况、 户籍及常

住地址、 保障、 合并症及既往有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 情况。 随访采用电话核实、 死因筛查和公

安户籍系统、 工伤社保相关部门、 用人单位协助等方

式开展， 部分联系方式缺失病例的信息通过新型冠状

病毒疫苗接种信息系统进行查询， 所有信息整合后通

过电话与病例进行信息核实。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 （％） 表示， 组间比较

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１６４ 例完成随访 １４７ 例， 其中死亡 ６
例， 平均死亡年龄 ７１ ２ （５８ ～ ８５） 岁； １４１ 例存活病

例中， 男 １３６ 例、 女 ５ 例， 年龄＞ ５５ 岁 １０８ 例 （占
７６ ６０％）， 伤残程度以 ４ ～ ６ 级最多。 失访 １７ 例。 详

见表 １。
２ ２　 存活病例保障情况 　 １４１ 例存活病例均享有基

本医疗保险， 其中享有工伤保险者占 ９１ ４９％ （１２９
例）； 除工伤保险、 用人单位赔付及基本医疗保险外，
患者无其他保障。 见表 １。
２ ３　 合并症患病情况　 存活病例中患有合并症者 ６４
例， 主要为肺及支气管感染 （４８ 例）、 肺结核 （１３
例）、 肺心病 （１１ 例）， 同时患两种及以上疾病者 ７
例。 见表 １。
２ ４　 尘肺合并症与年龄及伤残程度的关系　 尘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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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合并症情况与年龄、 伤残程度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 ０２８， ０ ００８， Ｐ 值均＞０ ０５）。 详见表 ２。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石景山区职业性尘肺病随访病例

基本信息及社会保障、 患合并症情况

项目 例数　 　 ％ 项目 例数　 　 ％　

生存状况 伤残程度

　 存活 １４１ ８５ ９８ 　 未定级或无 １ ０ ７１

　 死亡 ６ ３ ６６ 　 １～３ ２２ １５ ６０

　 失访 １７ １０ ３７ 　 ４～６ ７６ ５３ ９０

性别 　 ７ ４２ ２９ ７９

　 男 １３６ ９６ ４５ 用人单位赔付

　 女 ５ ３ ５５ 　 有 １０ ７ ０９

年龄 （岁） 　 无 １３１ ９２ ９１

　 ３５～５５ ３３ ２３ ４０ 尘肺合并症

　 ＞５５～７５ ９４ ６６ ６７ 　 有 ６４ ４５ ３９

　 ＞７５～９５ １４ ９ ９３ 　 无 ７７ ５４ ６１

享有工伤保险 ＣＯＰＤ

　 有 １２９ ９１ ４９ 　 有 １５ １０ ６４

　 无 １２ ８ ５１ 　 无 １２６ ８９ ３６

表 ２　 尘肺病例合并症与伤残程度及年龄的关系

合并症
伤残程度 （级） 年龄 （岁）

１～３ ４～６ ７ ３５～５５ ＞５５～７５ ＞７５～９５

有 １０ ３５ １９ １１ ４４ ９

无 １２ ４１ ２３ ２２ ５０ ５

合计 ２２ ７６ ４２ ３３ ９４ １４

３　 讨　 论

本次随访的 １４１ 例存活病例中， 有 ４５ ３９％患有

尘肺合并症， 但与伤残程度及年龄无统计学意义， 提

示需加强所有尘肺病例的健康教育， 定期开展健康检

查， 对尘肺病的并发症做到早预防、 早发现、 早治

疗， 提高病例的生存质量。
存活病例中实际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比例较高

（１２９ 例， ９１ ４９％）。 在未享有工伤保险的病例中， ７
例属于用人单位搬迁或重组前买断工龄和工伤保险，
工伤证被用人单位回收， 与工伤社保部门反馈结果有

出入； ５ 例为未享有工伤保险或随访时处于工伤保险

业务办理中。 尘肺病尤其是患有合并症的病例， 需要

长期持续治疗， 医疗费用支出大， 希望有关部门切实

关切尘肺病例的经济负担， 合理解决实际无工伤保险

待遇的情况。
本次随访发现， 石景山区现患尘肺病病例主要为

退休人员 （１０８ 例， ７６ ６０％）； 在职尘肺病例 ３３ 例，
其中有 １３ 例为近 ５ 年内发病， 发病平均年龄 ４７ ３
岁， 提示工作场所粉尘浓度可能存在超标情况， 相关

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
建议尘肺病的随访应建立有效连续的工作机制，

更好地为尘肺病康复站的建立提供基础数据； 同时应

加强对尘肺病例的健康教育， 定期开展职业健康检

查， 积极防治并发症， 以降低尘肺病死率。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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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木质家具制造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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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映平， 周伟， 杨光涛， 钟小欢， 田东超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０）

　 　 摘要： 对深圳市存在喷漆工艺木质家具制造企业有机溶

剂组分分析结果显示， 检出率较高的分别是乙酸丁酯、 乙苯、
乙酸乙酯、 二甲苯、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甲苯、 乙酸仲丁酯、
乙醇、 乙酸甲酯和甲醇； ２ 个喷漆岗位的二甲苯 ＣＴＷＡ超标， 木

粉尘 ＣＴＷＡ超标率达 ２９ １％ （８６ ／ ２９６）， 噪声声级超标率 ７７ ６％
（１４９ ／ １９２）， 手传振动强度超标率达 ２２ ０％ （９ ／ ４１）。 提示深

圳市木质家具制造企业化学毒物危害的防治取得一定的效果，
但木粉尘、 噪声和手传振动的职业危害仍较严重， 需予以

重视。
关键词： 木质家具； 化学毒 物； 木 粉尘； 噪 声； 手传

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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