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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997至 2009年报告尘肺病
发病特征和变化趋势

张敏 王丹 郑迎东 杜燮祎 陈曙旸

【摘要】 目的 描述我国 1997至 2009年累计报告新发尘肺病发病情况，探讨报告尘肺病的发病
趋势和特征，为制定尘肺病防治政策、科学研究和建立尘肺病监测与预警的时序模型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 使用 SPSS 15.0统计分析软件对 1997至 2009年国家尘肺病新发病例数据库进行系统性整理并
做描述性分析和趋势性检验，包括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年度分布、病种分布、地区分布、工业系统分布和工

种分布以及平均发病工龄、发病年龄的年度变化趋势。结果 （1）1997至 2009年，累计报告各类尘肺
病新发病例 122 333例，自 1998年起尘肺病新发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自 2003年出现回落至 7620
例后又继续攀升，2009年病例数最多，为 12 492例。（2）煤工尘肺、矽肺占总病例数的 87.5%，分别为
54 068例（44.2%）和 52 930例（43.3%）。（3）湖南省、山东省和四川省累计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数分列前
3位，分别为 12 995例（10.6%）、8952例（7.3%）和 8417例（6.9%）。（4）煤炭、建材、有色金属和冶金行业
累计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数分列前 4位，分别为 61 270例（50.1%）、9754 例（8.0%）、9380例（7.7%）和
8773例（7.2%）。（5）累计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工种主要为主掘进、主采煤、凿岩、纯掘进和煤矿混合等
工种，分别为 15 659 例（12.8%）、15 009 例（12.3%）、14 010 例（11.5%）、12 122 例（9.9%）和 10 612 例
（8.7%）。（6）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平均发病工龄总体呈缩短趋势，尘肺病发病工
龄中位数为 20.00年，其中煤工尘肺、矽肺和石棉肺发病工龄中位数分别为 21.58 年、17.00年和 20.00
年。（7）尘肺病发病年龄中位数为 51.00岁，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平均发病年龄
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尘肺病发病形势依然严峻，呈现行业、工种和病种的明显集中趋势，其发病例数

上升趋势明显，发病工龄呈现明显缩短趋势；应根据尘肺病的发病特征，加强重点行业、工种的尘肺病防

治工作；开展粉尘职业危害综合性防治干预示范工程，构建尘肺病监测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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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 s and the trends of pneumoconiosis notified between 1997 and 2009, in
China ZHANG Min*, WANG Dan, ZHENG Ying鄄dong, DU Xie鄄yi, CHEN Shu鄄ya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 Control, Chin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揖Abstract铱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incidence of pneumoconiosis reported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09 and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al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neumoconiosis, and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formulating th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control of pneumoconiosis, research on pneumoconiosis, and
establishing the time series model for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pneumoconiosis. Methods The national
database of new cases of pneumoconiosis reported from 1997 to 2009 was subjected to systematic arrangement,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trend test using SPSS 15.0. The statistical indices included number of new
pneumoconiosis cases in each year, types of pneumoconiosis,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s of
pneumoconiosis cases, work types of pneumoconiosis cases, and the annual changes in mean length of service
and mean age at the onset of pneumoconiosis. Results From 1997 to 2009, a total of 122 333 new cases of
pneumoconiosis were reporte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ncreased since 1998, but fell to 7620 in 2003, and
then it increased again to a maximum of 12 492 in 2009. Of all patients, 87.5% were cases of coal鄄workers爷
pneumoconiosis and silicosis; 54 068 渊44.2%冤 were coal鄄workers爷 pneumoconiosis cases, and 52 930 渊43.3%冤
were silicosis cases. The pneumoconiosis cases were distributed mainly in Hunan Province 渊12 995 cases, 10.6%冤,
Shandong Province 渊8952 cases, 7.3%冤, and Sichuan Province 渊8417 cases, 6.9%冤. Most cases were distributed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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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al industry渊61270cases, 50.1%冤,architectural, material industry 渊9754cases, 8.0%冤, nonferrousmetals industry
渊9380 cases, 7.7%冤, and metallurgical industry 渊8773 cases, 7.2%冤. The work types of these cases mainly included
tunneling as the main work 渊15 659 cases, 12.8%冤, mining as the main work 渊15 009 cases, 12.3%冤, drilling
渊14 010 cases, 11.5%冤, tunneling 渊12 122 cases, 9.9%冤, and hybrid coal mine work渊10 612 cases, 8.7%冤. The mean
length of service at the onset of pneumoconiosis in new cases of pneumoconiosis was shortened from 1997 to
2009, with a median length of service of 20.00 years; the median lengths of service at the onsets of coal鄄
workers爷 pneumoconiosis, silicosis, and asbestosis were 21.58, 17.00, and 20.00 years,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age at the onset of pneumoconiosis was 51.00 years, and the mean age of onset in new cases of
pneumoconiosis increased over the 13 years.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pneumoconiosis is still high, with a
marked concentrated trend in several industries, work types, and pneumoconiosis types, a marked rising trend in
number of new cases, and a marked shortening trend in length of service at the onset of pneumoconiosi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neumoconiosis should be enhanced in key industries and for people engaging in key
types of work according to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neumoconiosis. In addition,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ust hazards should be carried out, and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pneumoconiosis should be established.

揖Key words铱 China; Pneumoconiosis; Silicosis; Asbestosis; Epidemiological study

尘肺是严重的职业病，同时也是可预防的职业

病。自 19世纪发现尘肺病以来，控制粉尘所致的职
业危害一直是国内外职业病防治的重点和焦点。为

控制尘肺病的疾病负担，世界劳工组织（ILO）和世
界卫生组织（WHO）职业卫生联合委员会于 1995年
提出“全球消除矽肺国际规划”，旨在号召世界各国

为消除矽肺积极行动起来[1]。很多国家在粉尘控制、
消除矽肺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和预防控制工作，如美

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巴西、波兰、瑞

典、丹麦、日本等国家[2-11]。尽管我国的尘肺病防治工
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备受重视，但尘肺的发病

水平仍然较高。2010年卫生部公布的职业病发病情
况数据中，尘肺病新发病例占新发职业病病例总数

的 87.42%[12]。我国职业病报告工作始于 1956年国
务院颁发的《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1997年
建立了尘肺病的个案数据库[13]，2006年卫生部将职
业病报告及其影响因素的监测纳入到国家疾病预

防控制信息系统，实现了职业病报告数据的网络化

和计算机管理。然而，除 1985年开展了全国尘肺病
普查工作，发布过详细的尘肺病相关基础数据[14]外，
我国相关学者只在局部或个别年度对尘肺发病情

况进行过概略分析[15-19]，一直未能对尘肺数据进行
深入挖掘与分析，尚无全面反映我国报告尘肺发病

动态变化趋势的分析结果。因此，我们对 1997至
2009年（13年）全国报告的尘肺病资料进行了系统
整理，并做了描述性分析，探索报告尘肺病的发病

趋势和特征，发现尘肺病的重点行业、人群和工种

及其影响因素，期望不仅为政府职业病防治方针政

策、职业病防治规划和防治效果评价提供基础数

据，也为职业病防治机构、科研院系所、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工会、协会和企业开展职业病防治工

作目标的设定、职业病防治效果评价、职业病的监

测预警以及科学研究提供客观的数据，并为建立尘

肺病监测与预警的时序模型提供基础数据。

材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1997至 2009年全国 30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包括港、澳、

台和西藏地区）直报单位常规报告的尘肺病个案资

料。1997至 2005年的全国尘肺病报告数据库（老数
据库）为 DOS操作系统下用 DBASE数据库系统开
发的软件录入的尘肺病个案资料。2006年起在全国
范围内实行网络直报后，获得的尘肺病报告数据库

（新数据库）为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下的“健康危害因素信息监测系统”平台常规报告

获得的尘肺病个案资料。

2.数据库的合并和甄别：新数据库较老数据库
增加了用人单位编码和名称、二级单位编码和名

称、组织机构代码、经济类型、企业规模、姓名、身份

证号、病例来源等新变量。某些变量的编码在新、老

数据库中也不相同。因此以老数据库的结构和编码

为基准，对新数据库的结构和部分变量的编码进行

了转换，并追加进老数据库，形成分析数据库。

根据尘肺病报告制度，当 1名接尘劳动者首次
被确诊为尘肺病后，都要作为新发病例进行首次报

告。此后，各病例都要进行病情进展的跟踪报告，直

至死亡。因此，1名玉期尘肺病病例会形成多次完整
报告。但在老数据库中，未设定每例个案的唯一识

别编码，如身份证号。因此，老数据库中，同一病例

因病情变化会有 2次及以上的多条报告记录。对于
这种情况，我们采用模糊判断方法，以地区（省）、出

生年月、工种、接尘年月依重要性列为索引变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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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索引变量完全相同者，考察报告年度和 3个期
别尘肺诊断的逻辑关系，符合者判为同一人，整理

合并为 1条记录。整理后，老数据库中得到记录
106 157例。新数据库中，尘肺病例的身份证号作为
唯一标识变量，不需模糊查重，但新数据库仍存

在重复报告问题。新、老数据库合并后，共有记录

155 530例，经甄别、查重等处理后，获得有效尘肺
病例数据 122 333例。

3.统计学方法：对 1997至 2009年全国报告的
尘肺病病例进行描述性分析，包括尘肺病新发病例

的年度分布、病种分布、地区分布、工业系统分布和

工种分布以及平均发病工龄、发病年龄的总体年度

变化趋势，并以诊断年为自变量，使用曲线拟合方

法（琢=0.05）分别对尘肺病新发病例数、发病工龄中
位数、发病年龄中位数进行线性趋势检验。使用

SPSS 15.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结 果

1. 新发尘肺病例数的年度变化趋势：1997至
2009 年，累计报告各类尘肺病新发病例 122 333
例，1997年为 9103例，1998年病例数最少，为 7565
例。自 1998年起尘肺病新发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
自 2003年出现回落至 7620例后又继续攀升，2009
年病例数最多，为 12 492例（图 1）。曲线拟合结果
显示，无论矽肺、煤工尘肺还是总尘肺新发病例数

均呈现先上升后平缓再上升的趋势，拟合为三次曲

线（P<0.01）。
1997 至 2009 年累计报告煤工尘肺新发病例

54 068例（44.2%），1997至 2002年各年度病例数整
体呈增长趋势，2002 年为 5124 例，2003年回落至
3265例，2003至 2006年各年度病例数波动不大，
2007年起病例数增加，2009年病例数最多，为 5859
例（图 1、表 1）。

1997至 2009年累计报告矽肺新发病例 52930
例（43.3%），各年度病例数总体呈波动性增长，1997
年为 3761例，1998年最少，为 2994例，1998至2001
年矽肺新发病例数各年度呈增长趋势，2002年起开
始回落至 2003年的 3488例，2004至 2007年各年
度病例数波动不大，2008 年起病例数开始增长，
2009年最多，为 5544例（图 1、表 1）。

2.尘肺病新发病例数的病种构成：1997至 2009
年累计报告的尘肺病新发病例中，煤工尘肺和矽肺

占总病例数的 87.5%，分别为 54 068例（44.2%）和
52 930例（43.3%），各年度新发病例均以煤工尘肺
和矽肺为主；水泥尘肺、铸工尘肺、石棉肺和电焊工

尘肺累计报告病例数也分别在 2000例以上（表 1）。

图 1 1997至 2009年报告矽肺、煤工尘肺及总尘肺新发病例的
年度变化趋势

1300012000110001000090008000700060005000400030002000100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度

矽肺

煤工尘肺

总尘肺

表 1 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年度分布

尘肺种类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矽肺 3761 41.3 2994 39.6 3758 44.1 4067 40.9 4542 42.3 4066 38.4 3488 45.8
煤工尘肺 3702 40.7 3475 45.9 3335 39.2 4375 44.0 4566 42.5 5124 48.4 3265 42.8
石墨尘肺 9 0.1 7 0.1 2 0.0 4 0.0 6 0.1 6 0.1 46 0.6
碳黑尘肺 19 0.2 13 0.2 25 0.3 35 0.4 36 0.3 11 0.1 10 0.1
石棉肺 323 3.5 116 1.5 263 3.1 182 1.8 159 1.5 220 2.1 174 2.3
滑石尘肺 8 0.1 5 0.1 7 0.1 6 0.1 18 0.2 10 0.1 25 0.3
水泥尘肺 461 5.1 312 4.1 326 3.8 304 3.1 415 3.9 345 3.3 194 2.5
云母尘肺 29 0.3 5 0.1 17 0.2 5 0.1 24 0.2 9 0.1 4 0.1
陶工尘肺 215 2.4 76 1.0 102 1.2 126 1.3 262 2.4 111 1.0 78 1.0
铝尘肺 24 0.3 38 0.5 43 0.5 7 0.1 21 0.2 46 0.4 17 0.2
电焊工尘肺 141 1.5 112 1.5 186 2.2 202 2.0 220 2.0 209 2.0 105 1.4
铸工尘肺 240 2.6 206 2.7 323 3.8 428 4.3 244 2.3 251 2.4 130 1.7
其他尘肺 a 171 1.9 206 2.7 128 1.5 201 2.0 233 2.2 185 1.7 84 1.1
合计 9103 100.0 7565 100.0 8515 100.0 9942 100.0 10746 100.0 10593 100.0 76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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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7至 2009年尘肺病新发病例数的地区分
布：湖南省、山东省和四川省累计报告尘肺病新发

病例数分别列前 3位，分别为 12 995例（10.6%）、
8952例（7.3%）和 8417 例（6.9%）；江苏省、黑龙江
省、辽宁省、北京市、福建省和安徽省的累计病例数

也分别在 5000例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
累计病例数不足 1000例，海南的累计病例数只有
42例。湖南省、北京市、黑龙江省、四川省和重庆市
1997年至 2009年累计报告的煤工尘肺新发病例数
分别列前 5位，分别为 6374例（11.8%）、5550例
（10.3%）、5378例（9.9%）、3833例（7.1%）和 2967例
（5.5%），占煤工尘肺总病例数的 44.6%。湖南省、山
东省、江苏省、四川省和辽宁省 1997至 2009 累计
报告的矽肺新发病例数分列前 5位，分别为 5695
例（10.8%）、4974 例（9.4%）、4863 例（9.2%）、4344
例（8.2%）和 4146 例（7.8%），占矽肺总病例数的
45.4%。1997至 2009年累计报告的石棉肺新发病例
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

肃省和北京市，分别为 1002 例（39.8%）、353 例
（14.0%）、323 例（12.8%）、217 例（8.6%）和 214 例
（8.5%），占石棉肺病例总数的 83.7%（表 2）。

4.尘肺病新发病例数的行业系统分布：1997至
2009年累计尘肺病新发病例数主要分布在煤炭、建
材、有色金属和冶金行业，分别为 61 270例（50.1%）、
9754例（8.0%）、9380 例（7.7%）和 8773 例（7.2%）。
1997至 2009年累计报告的煤工尘肺新发病例绝大

多数分布在煤炭行业，为 49 796例（92.1%）；累计报
告的矽肺新发病例，以煤炭行业居首位，为 11 104
例（21.0%），其次为有色金属、冶金和建材行业，分
别为 8913 例（16.8%）、7586 例（14.3%）和 4337 例
（8.2%）。累计报告的石棉肺和水泥尘肺新发病例主
要分布在建材行业，分别为 1527例（60.6%）和 2837
例（80.3%）。累计报告的电焊工尘肺和铸工尘肺新
发病例多分布在机械行业，分别为 745例（32.4%）
和 1583例（59.4%）（表 3）。

5.尘肺病新发病例数的工种分布：1997至 2009
年按统计工种统计的累计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数以

主掘进、主采煤、凿岩、纯掘进和煤矿混合工种分列

前 5位，分别为 15 659例（12.8%）、15 009例（12.3%）、
14 010例（11.5%）、12 122例（9.9%）和10 612例
（8.7%），均在 10 000例以上，占尘肺总病例数的 55.1%。
煤工尘肺病例主要分布在主采煤、主掘进、煤矿混

合、纯采煤和纯掘进工种，分别为 14 058 例
（26.0%）、10 307例（19.1%）、9876 例（18.3%）、9229
例（17.1%）和 6414例（11.9%），占煤工尘肺总病例
数的 92.3%。矽肺病例主要分布在凿岩、纯掘进、主
掘进、搬运、粉碎和采矿工种，分别为 13 659例（25.8%）、
5676例（10.7%）、5312例（10.0%）、3517例（6.6%）、
2635例（5.0%）和 2172例（4.1%），占矽肺总病例数
的 62.4%。石棉肺病例主要分布在石棉编织制品和
石棉制品工种，分别为 662例（26.3%）和 660例
（26.2%），占石棉肺总病例数的 52.5%（表 4）。

表 1 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年度分布（续）

尘肺种类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合计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病例数
构成比

（%）
矽肺 4207 49.9 3896 49.0 4159 48.6 3956 38.4 4492 42.8 5544 44.4 52930 43.3
煤工尘肺 3462 41.1 3248 40.8 3547 41.4 5255 50.9 4855 46.3 5859 46.9 54068 44.2
石墨尘肺 20 0.2 6 0.1 7 0.1 6 0.1 21 0.2 30 0.2 170 0.1
碳黑尘肺 20 0.2 40 0.5 7 0.1 15 0.1 0 0.0 18 0.1 249 0.2
石棉肺 54 0.6 209 2.6 226 2.6 227 2.2 146 1.4 221 1.8 2520 2.1
滑石尘肺 3 0.0 18 0.2 55 0.6 74 0.7 41 0.4 38 0.3 308 0.3
水泥尘肺 254 3.0 145 1.8 155 1.8 173 1.7 257 2.5 193 1.5 3534 2.9
云母尘肺 1 0.0 2 0.0 35 0.4 1 0.0 0 0.0 1 0.0 133 0.1
陶工尘肺 72 0.9 34 0.4 54 0.6 136 1.3 210 2.0 70 0.6 1546 1.3
铝尘肺 27 0.3 10 0.1 12 0.1 19 0.2 1 0.0 11 0.1 276 0.2
电焊工尘肺 122 1.4 157 2.0 139 1.6 217 2.1 249 2.4 239 1.9 2298 1.9
铸工尘肺 75 0.9 100 1.3 126 1.5 175 1.7 168 1.6 199 1.6 2665 2.2
其他尘肺 a 106 1.3 90 1.1 42 0.5 61 0.6 46 0.4 69 0.6 1622 1.3
合计 8423 100.0 7955 100.0 8564 100.0 10315 100.0 10486 100.0 12492 100.0 122319b 100.0

注：a 指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b 14例未报告病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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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地区分布
矽肺 煤工尘肺 石墨尘肺 碳黑尘肺 石棉肺 滑石尘肺 水泥尘肺 云母尘肺 陶工尘肺 铝尘肺 电焊工尘肺 铸工尘肺 其他尘肺 a 总尘肺

北京 268（ 0.5） 5550（ 10.3） 2（ 1.2） 0（ 0.0） 214（ 8.5） 2（ 0.6） 34（ 1.0） 0（ 0.0） 71（ 4.6） 0（ 0.0） 35（ 1.5） 47（ 1.8） 39（ 2.4） 6262（ 5.1）
天津 1238（ 2.3） 149（ 0.3） 2（ 1.2） 7（ 2.8） 1002（ 39.8） 208（ 67.5） 344（ 9.7） 0（ 0.0） 3（ 0.2） 0（ 0.0） 148（ 6.4） 609（ 22.9） 0（ 0.0） 3710（ 3.0）
河北 1993（ 3.8） 775（ 1.4） 1（ 0.6） 1（ 0.4） 5（ 0.2） 1（ 0.3） 208（ 5.9） 0（ 0.0） 607（ 39.3） 6（ 2.2） 109（ 4.7） 127（ 4.8） 7（ 0.4） 3840（ 3.1）
山西 515（ 1.0） 2066（ 3.8） 1（ 0.6） 0（ 0.0） 4（ 0.2） 0（ 0.0） 17（ 0.5） 0（ 0.0） 5（ 0.3） 0（ 0.0） 17（ 0.7） 43（ 1.6） 3（ 0.2） 2671（ 2.2）
内蒙 1036（ 2.0） 1251（ 2.3） 5（ 2.9） 6（ 2.4） 22（ 0.9） 16（ 5.2） 98（ 2.8） 67（ 50.4） 5（ 0.3） 21（ 7.6） 75（ 3.3） 109（ 4.1） 229（ 14.1） 2940（ 2.4）
辽宁 4146（ 7.8） 1645（ 3.0） 0（ 0.0） 19（ 7.6） 34（ 1.3） 9（ 2.9） 245（ 6.9） 1（ 0.8） 34（ 2.2） 6（ 2.2） 91（ 4.0） 80（ 3.0） 37（ 2.3） 6347（ 5.2）
吉林 1833（ 3.5） 1317（ 2.4） 34（ 20.0） 14（ 5.6） 20（ 0.8） 0（ 0.0） 41（ 1.2） 0（ 0.0） 217（ 14.0） 15（ 5.4） 21（ 0.9） 33（ 1.2） 46（ 2.8） 3591（ 2.9）
黑龙江 841（ 1.6） 5378（ 9.9） 3（ 1.8） 5（ 2.0） 18（ 0.7） 2（ 0.6） 259（ 7.3） 1（ 0.8） 13（ 0.8） 8（ 2.9） 443（ 19.3） 531（ 19.9） 42（ 2.6） 7544（ 6.2）
上海 326（ 0.6） 16（ 0.0） 4（ 2.4） 6（ 2.4） 38（ 1.5） 4（ 1.3） 13（ 0.4） 0（ 0.0） 5（ 0.3） 62（ 22.5） 290（ 12.6） 214（ 8.0） 54（ 3.3） 1032（ 0.8）
江苏 4863（ 9.2） 1789（ 3.3） 3（ 1.8） 13（ 5.2） 61（ 2.4） 11（ 3.6） 337（ 9.5） 0（ 0.0） 66（ 4.3） 3（ 1.1） 202（ 8.8） 212（ 8.0） 66（ 4.1） 7626（ 6.2）
浙江 2596（ 4.9） 209（ 0.4） 0（ 0.0） 0（ 0.0） 26（ 1.0） 0（ 0.0） 172（ 4.9） 0（ 0.0） 6（ 0.4） 2（ 0.7） 20（ 0.9） 20（ 0.8） 64（ 3.9） 3115（ 2.5）
安徽 2114（ 4.0） 2748（ 5.1） 4（ 2.4） 2（ 0.8） 5（ 0.2） 2（ 0.6） 58（ 1.6） 0（ 0.0） 1（ 0.1） 0（ 0.0） 36（ 1.6） 40（ 1.5） 18（ 1.1） 5028（ 4.1）
福建 2806（ 5.3） 2149（ 4.0） 0（ 0.0） 0（ 0.0） 3（ 0.1） 0（ 0.0） 37（ 1.0） 2（ 1.5） 4（ 0.3） 0（ 0.0） 24（ 1.0） 21（ 0.8） 29（ 1.8） 5075（ 4.1）
江西 1136（ 2.1） 1087（ 2.0） 1（ 0.6） 2（ 0.8） 4（ 0.2） 0（ 0.0） 93（ 2.6） 0（ 0.0） 147（ 9.5） 2（ 0.7） 2（ 0.1） 9（ 0.3） 42（ 2.6） 2525（ 2.1）
山东 4974（ 9.4） 2721（ 5.0） 18（ 10.6） 19（ 7.6） 353（ 14.0） 24（ 7.8） 104（ 2.9） 4（ 3.0） 73（ 4.7） 10（ 3.6） 313（ 13.6） 270（ 10.1） 68（ 4.2） 8951（ 7.3）
河南 1224（ 2.3） 2935（ 5.4） 2（ 1.2） 13（ 5.2） 25（ 1.0） 1（ 0.3） 98（ 2.8） 0（ 0.0） 19（ 1.2） 60（ 21.7） 83（ 3.6） 48（ 1.8） 30（ 1.8） 4538（ 3.7）
湖北 1771（ 3.3） 2521（ 4.7） 14（ 8.2） 6（ 2.4） 9（ 0.4） 2（ 0.6） 65（ 1.8） 0（ 0.0） 2（ 0.1） 3（ 1.1） 12（ 0.5） 11（ 0.4） 14（ 0.9） 4430（ 3.6）
湖南 5695（ 10.8） 6374（ 11.8） 33（ 19.4） 42（ 16.9） 3（ 0.1） 6（ 1.9） 196（ 5.5） 2（ 1.5） 176（ 11.4） 16（ 5.8） 46（ 2.0） 69（ 2.6） 337（ 20.8） 12995（ 10.6）
广东 991（ 1.9） 358（ 0.7） 0（ 0.0） 16（ 6.4） 0（ 0.0） 1（ 0.3） 15（ 0.4） 0（ 0.0） 21（ 1.4） 0（ 0.0） 24（ 1.0） 4（ 0.2） 47（ 2.9） 1477（ 1.2）
广西 964（ 1.8） 170（ 0.3） 0（ 0.0） 2（ 0.8） 8（ 0.3） 6（ 1.9） 8（ 0.2） 0（ 0.0） 0（ 0.0） 0（ 0.0） 15（ 0.7） 6（ 0.2） 29（ 1.8） 1208（ 1.0）
海南 42（ 0.1）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42（ 0.0）
四川 4344（ 8.2） 3833（ 7.1） 3（ 1.8） 10（ 4.0） 56（ 2.2） 2（ 0.6） 55（ 1.6） 38（ 28.6） 4（ 0.3） 1（ 0.4） 39（ 1.7） 17（ 0.6） 15（ 0.9） 8417（ 6.9）
贵州 754（ 1.4） 260（ 0.5） 0（ 0.0） 4（ 1.6） 1（ 0.0） 2（ 0.6） 21（ 0.6） 0（ 0.0） 0（ 0.0） 0（ 0.0） 10（ 0.4） 2（ 0.1） 5（ 0.3） 1059（ 0.9）
云南 1657（ 3.1） 605（ 1.1） 4（ 2.4） 11（ 4.4） 8（ 0.3） 0（ 0.0） 59（ 1.7） 0（ 0.0） 7（ 0.5） 7（ 2.5） 17（ 0.7） 24（ 0.9） 8（ 0.5） 2407（ 2.0）
重庆 1145（ 2.2） 2967（ 5.5） 5（ 2.9） 4（ 1.6） 3（ 0.1） 0（ 0.0） 32（ 0.9） 0（ 0.0） 17（ 1.1） 4（ 1.4） 12（ 0.5） 4（ 0.2） 20（ 1.2） 4213（ 3.4）
陕西 923（ 1.7） 1070（ 2.0） 2（ 1.2） 0（ 0.0） 35（ 1.4） 0（ 0.0） 52（ 1.5） 0（ 0.0） 1（ 0.1） 2（ 0.7） 22（ 1.0） 12（ 0.5） 9（ 0.6） 2128（ 1.7）
甘肃 592（ 1.1） 1571（ 2.9） 26（ 15.3） 28（ 11.2） 217（ 8.6） 0（ 0.0） 246（ 7.0） 1（ 0.8） 9（ 0.6） 35（ 12.7） 32（ 1.4） 31（ 1.2） 54（ 3.3） 2842（ 2.3）
青海 578（ 1.1） 95（ 0.2） 0（ 0.0） 3（ 1.2） 23（ 0.9） 0（ 0.0） 56（ 1.6） 0（ 0.0） 0（ 0.0） 4（ 1.4） 19（ 0.8） 12（ 0.5） 0（ 0.0） 790（ 0.6）
宁夏 226（ 0.4） 691（ 1.3） 0（ 0.0） 0（ 0.0） 0（ 0.0） 0（ 0.0） 4（ 0.1） 0（ 0.0） 3（ 0.2） 0（ 0.0） 5（ 0.2） 11（ 0.4） 3（ 0.2） 943（ 0.8）
新疆 b 1339（ 2.5） 1768（ 3.3） 3（ 1.8） 16（ 6.4） 323（ 12.8） 9（ 2.9） 567（ 16.0） 17（ 12.8） 30（ 1.9） 9（ 3.3） 136（ 5.9） 49（ 1.8） 307（ 18.9） 4573（ 3.7）
合计 52930（100.0） 54068（100.0） 170（100.0） 249（100.0） 2520（100.0） 308（100.0） 3534（100.0） 133（100.0） 员缘源远（员园园援园） 圆苑远（员园园援园） 圆圆怨愿（员园园援园） 2665（100.0） 1622（100.0）122319c（100.0）

地区

注：a 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b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数据；c 14例未报告病种信息；括号内数
据为构成比（%）

6.各类尘肺病新发病例平均发病工龄的年度变
化趋势：1997至 2009年各类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发
病工龄中位数为 20.00年。对于病例数超过 2000例
的尘肺病种，矽肺新发病例的发病工龄中位数最

小，为 17.00年；煤工尘肺、石棉肺新发病例的发病
工龄中位数分别为 21.58年和 20.00年；铸工尘肺
新发病例的发病工龄中位数最大，为 25.58年（表 5）。
各类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发病工龄在 1997 至

2006年总体呈缩短趋势，1997年新发病例的发病
工龄中位数为 21.17 年，2006 年为 18.29 年，2007

年回升至 20.00年，但 2008年又大幅下降，2009年
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发病工龄中位数降至最低，为

15.00年。矽肺新发病例发病工龄逐年缩短趋势明
显，1997 年矽肺新发病例的发病工龄中位数为
18.29年，2009年为 8.00年，为 1997至 2009年的
最低点；煤工尘肺新发病例发病工龄呈现逐年缓慢

缩短趋势，1997年煤工尘肺新发病例的发病工龄中
位数为 22.75年，2009年为 19.08年。矽肺、煤工尘
肺和总尘肺的发病工龄中位数的时间趋势拟合为

直线，呈逐年下降趋势（P<0.01）（图 2、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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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7至 2009年报告矽肺、煤工尘肺及总尘肺新发病例
发病工龄中位数的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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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新发病例的行业分布

注：a只包含 1997耀2005年数据；b包括不能列入上述行业系统的行业系统，2006年以后的数据将司法、乡镇、三资列入；c指根据《尘肺病诊
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d 28例未报告行业系统和病种信息

矽肺 煤工尘肺 石墨尘肺 碳黑尘肺 石棉肺 滑石尘肺 水泥尘肺 云母尘肺 陶工尘肺 铝尘肺 电焊工尘肺 铸工尘肺 其他尘肺 c 总尘肺

煤炭 11104（ 21.0） 49796（ 92.1） 20（ 11.8） 12（ 4.8） 4（ 0.2） 16（ 5.2） 126（ 3.6） 6（ 4.5） 8（ 0.5） 4（ 1.4） 75（ 3.3） 53（ 2.0） 44（ 2.7） 61268（ 50.1）
石油 376（ 0.7） 296（ 0.5） 1（ 0.6） 2（ 0.8） 8（ 0.3） 0（ 0.0） 8（ 0.2） 0（ 0.0） 3（ 0.2） 0（ 0.0） 26（ 1.1） 13（ 0.5） 5（ 0.3） 738（ 0.6）
电力 968（ 1.8） 598（ 1.1） 5（ 2.9） 0（ 0.0） 52（ 2.1） 0（ 0.0） 11（ 0.3） 0（ 0.0） 24（ 1.6） 4（ 1.4） 114（ 5.0） 13（ 0.5） 61（ 3.8） 1850（ 1.5）
核工业 229（ 0.4） 12（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8（ 0.3） 29（ 1.1） 4（ 0.2） 282（ 0.2）
冶金 7586（ 14.3） 340（ 0.6） 26（ 15.3） 50（ 20.1） 25（ 1.0） 7（ 2.3） 98（ 2.8） 2（ 1.5） 7（ 0.5） 50（ 18.1） 164（ 7.1） 211（ 7.9） 205（ 12.6） 8771（ 7.2）
有色金属 8913（ 16.8） 77（ 0.1） 40（ 23.5） 12（ 4.8） 9（ 0.4） 1（ 0.3） 36（ 1.0） 5（ 3.8） 2（ 0.1） 127（ 46.0） 47（ 2.0） 35（ 1.3） 74（ 4.6） 9378（ 7.7）
机械 1532（ 2.9） 152（ 0.3） 4（ 2.4） 17（ 6.8） 58（ 2.3） 27（ 8.8） 16（ 0.5） 0（ 0.0） 36（ 2.3） 10（ 3.6） 745（ 32.4） 1583（ 59.4） 149（ 9.2） 4329（ 3.5）
电子 67（ 0.1） 31（ 0.1） 1（ 0.6） 2（ 0.8） 1（ 0.0） 1（ 0.3） 0（ 0.0） 0（ 0.0） 3（ 0.2） 2（ 0.7） 10（ 0.4） 21（ 0.8） 9（ 0.6） 148（ 0.1）
兵器 103（ 0.2） 9（ 0.0） 0（ 0.0） 0（ 0.0） 2（ 0.1） 0（ 0.0） 2（ 0.1） 0（ 0.0） 0（ 0.0） 2（ 0.7） 14（ 0.6） 83（ 3.1） 9（ 0.6） 224（ 0.2）
船舶 73（ 0.1） 14（ 0.0） 1（ 0.6） 3（ 1.2） 10（ 0.4） 1（ 0.3） 0（ 0.0） 0（ 0.0） 1（ 0.1） 0（ 0.0） 180（ 7.8） 19（ 0.7） 16（ 1.0） 318（ 0.3）
化工 973（ 1.8） 298（ 0.6） 1（ 0.6） 79（ 31.7） 22（ 0.9） 26（ 8.4） 18（ 0.5） 0（ 0.0） 3（ 0.2） 0（ 0.0） 91（ 4.0） 17（ 0.6） 224（ 13.8） 1752（ 1.4）
医药 48（ 0.1） 21（ 0.0） 0（ 0.0） 0（ 0.0） 6（ 0.2） 2（ 0.6） 2（ 0.1） 0（ 0.0） 25（ 1.6） 0（ 0.0） 5（ 0.2） 6（ 0.2） 16（ 1.0） 131（ 0.1）
铁道 1851（ 3.5） 26（ 0.0） 1（ 0.6） 0（ 0.0） 8（ 0.3） 1（ 0.3） 16（ 0.5） 0（ 0.0） 1（ 0.1） 0（ 0.0） 107（ 4.7） 168（ 6.3） 23（ 1.4） 2202（ 1.8）
交通 700（ 1.3） 55（ 0.1） 1（ 0.6） 1（ 0.4） 105（ 4.2） 2（ 0.6） 17（ 0.5） 0（ 0.0） 2（ 0.1） 0（ 0.0） 186（ 8.1） 81（ 3.0） 54（ 3.3） 1204（ 1.0）
建材 4337（ 8.2） 241（ 0.4） 30（ 17.6） 10（ 4.0） 1527（ 60.6） 168（ 54.5） 2837（ 80.3） 48（ 36.1） 305（ 19.7） 5（ 1.8） 103（ 4.5） 39（ 1.5） 104（ 6.4） 9754（ 8.0）
建设 1471（ 2.8） 70（ 0.1） 1（ 0.6） 2（ 0.8） 57（ 2.3） 2（ 0.6） 44（ 1.2） 1（ 0.8） 1（ 0.1） 0（ 0.0） 61（ 2.7） 19（ 0.7） 19（ 1.2） 1748（ 1.4）
地矿 2411（ 4.6） 534（ 1.0） 22（ 12.9） 0（ 0.0） 66（ 2.6） 10（ 3.2） 26（ 0.7） 46（ 34.6） 6（ 0.4） 0（ 0.0） 9（ 0.4） 3（ 0.1） 28（ 1.7） 3161（ 2.6）
水利 161（ 0.3） 10（ 0.0） 0（ 0.0） 0（ 0.0） 1（ 0.0） 1（ 0.3） 17（ 0.5） 0（ 0.0） 0（ 0.0） 1（ 0.4） 7（ 0.3） 0（ 0.0） 6（ 0.4） 204（ 0.2）
农业 232（ 0.4） 332（ 0.6） 1（ 0.6） 1（ 0.4） 208（ 8.3） 2（ 0.6） 91（ 2.6） 3（ 2.3） 0（ 0.0） 1（ 0.4） 59（ 2.6） 45（ 1.7） 55（ 3.4） 1030（ 0.8）
林业 69（ 0.1） 28（ 0.1） 0（ 0.0） 2（ 0.8） 0（ 0.0） 0（ 0.0） 36（ 1.0） 0（ 0.0） 0（ 0.0） 0（ 0.0） 10（ 0.4） 4（ 0.2） 21（ 1.3） 170（ 0.1）
轻工 1193（ 2.3） 127（ 0.2） 7（ 4.1） 29（ 11.6） 90（ 3.6） 21（ 6.8） 16（ 0.5） 14（ 10.5） 1065（ 68.9） 4（ 1.4） 85（ 3.7） 87（ 3.3） 150（ 9.2） 2888（ 2.4）
纺织 270（ 0.5） 42（ 0.1） 0（ 0.0） 0（ 0.0） 145（ 5.8） 2（ 0.6） 0（ 0.0） 1（ 0.8） 1（ 0.1） 3（ 1.1） 13（ 0.6） 30（ 1.1） 59（ 3.6） 566（ 0.5）
航空 246（ 0.5） 1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3（ 0.2） 1（ 0.4） 5（ 0.2） 11（ 0.4） 13（ 0.8） 289（ 0.2）
商业 69（ 0.1） 37（ 0.1） 0（ 0.0） 0（ 0.0） 3（ 0.1） 1（ 0.3） 3（ 0.1） 2（ 1.5） 3（ 0.2） 0（ 0.0） 6（ 0.3） 3（ 0.1） 54（ 3.3） 181（ 0.1）
邮电 21（ 0.0） 3（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3（ 0.2） 0（ 0.0） 0（ 0.0） 2（ 0.1） 2（ 0.1） 31（ 0.0）
司法 a 77（ 0.1） 116（ 0.2） 0（ 0.0） 0（ 0.0） 3（ 0.1） 1（ 0.3） 4（ 0.1） 1（ 0.8） 16（ 1.0） 1（ 0.4） 1（ 0.0） 5（ 0.2） 0（ 0.0） 225（ 0.2）
石化 53（ 0.1） 16（ 0.0） 0（ 0.0） 2（ 0.8） 5（ 0.2） 0（ 0.0） 5（ 0.1） 0（ 0.0） 0（ 0.0） 0（ 0.0） 16（ 0.7） 5（ 0.2） 1（ 0.1） 103（ 0.1）
乡镇 a 3137（ 5.9） 263（ 0.5） 0（ 0.0） 3（ 1.2） 42（ 1.7） 5（ 1.6） 68（ 1.9） 1（ 0.8） 13（ 0.8） 50（ 18.1） 12（ 0.5） 6（ 0.2） 35（ 2.2） 3635（ 3.0）
三资 a 348（ 0.7） 18（ 0.0） 0（ 0.0） 0（ 0.0） 0（ 0.0） 2（ 0.6） 2（ 0.1） 0（ 0.0） 2（ 0.1） 7（ 2.5） 60（ 2.6） 7（ 0.3） 8（ 0.5） 454（ 0.4）
其他 b 4300（ 8.1） 494（ 0.9） 8（ 4.7） 22（ 8.8） 63（ 2.5） 9（ 2.9） 35（ 1.0） 3（ 2.3） 13（ 0.8） 4（ 1.4） 79（ 3.4） 67（ 2.5） 174（ 10.7） 5271（ 4.3）
合计 52918（100.0） 54066（100.0） 170（100.0） 249（100.0） 2520（100.0） 308（100.0） 3534（100.0） 133（100.0） 1546（100.0） 276（100.0） 2298（100.0） 2665（100.0） 1622（100.0）122305d（100.0）

行业系统

7.各类尘肺病新发病例平均发病年龄的年度变
化趋势：1997至 2009年各类尘肺病新发病例的发
病年龄中位数为 51.00岁，其中电焊工尘肺新发病
例的发病年龄中位数最小，为 46.00岁；矽肺和煤工
尘肺新发病例的发病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52.00岁和
51.00岁。除电焊工尘肺外，各年度各类尘肺病的发
病年龄呈缓慢上升趋势，尘肺病发病年龄中位数由

1997年的 50.00岁增至 2009年的 52.00岁，其时间
趋势拟合为直线（P<0.01）（图 3、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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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7至 2009年报告矽肺、煤工尘肺及总尘肺发病年龄
中位数的年度变化趋势

56
54
52
50
48
4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度

矽肺

煤工尘肺

总尘肺

表 4 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新发病例的工种分布
矽肺 煤工尘肺 石墨尘肺 碳黑尘肺 石棉肺 滑石尘肺 水泥尘肺 云母尘肺 陶工尘肺 铝尘肺 电焊工尘肺 铸工尘肺 其他尘肺 c 总尘肺

凿岩工 13659（ 25.8） 288（ 0.5） 3（ 1.8） 0（ 0.0） 5（ 0.2） 17（ 5.5） 14（ 0.4） 6（ 4.5） 3（ 0.2） 3（ 1.1） 2（ 0.1） 1（ 0.0） 9（ 0.6） 14010（ 11.5）
爆破工 1170（ 2.2） 170（ 0.3） 0（ 0.0） 0（ 0.0） 6（ 0.2） 1（ 0.3） 9（ 0.3） 2（ 1.5） 2（ 0.1） 2（ 0.7） 1（ 0.0） 0（ 0.0） 6（ 0.4） 1369（ 1.1）
支柱工 450（ 0.9） 70（ 0.1） 1（ 0.6）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 0.4） 1（ 0.0） 0（ 0.0） 1（ 0.1） 524（ 0.4）
搬运工 3517（ 6.6） 402（ 0.7） 0（ 0.0） 1（ 0.4） 14（ 0.6） 0（ 0.0） 24（ 0.7） 0（ 0.0） 5（ 0.3） 4（ 1.4） 1（ 0.0） 2（ 0.1） 10（ 0.6） 3980（ 3.3）
选矿工 301（ 0.6） 14（ 0.0） 3（ 1.8） 0（ 0.0） 197（ 7.8） 2（ 0.6） 0（ 0.0） 5（ 3.8） 0（ 0.0） 1（ 0.4） 0（ 0.0） 0（ 0.0） 3（ 0.2） 526（ 0.4）
纯掘进工 5676（ 10.7） 6414（ 11.9） 9（ 5.3） 2（ 0.8） 2（ 0.1） 4（ 1.3） 2（ 0.1） 0（ 0.0） 3（ 0.2） 0（ 0.0） 3（ 0.1） 1（ 0.0） 6（ 0.4） 12122（ 9.9）
主掘进工 5312（ 10.0） 10307（ 19.1） 13（ 7.6） 3（ 1.2） 2（ 0.1） 2（ 0.6） 11（ 0.3） 1（ 0.8） 0（ 0.0） 1（ 0.4） 0（ 0.0） 1（ 0.0） 6（ 0.4） 15659（ 12.8）
纯采煤工 413（ 0.8） 9229（ 17.1） 6（ 3.5） 2（ 0.8） 1（ 0.0） 2（ 0.6） 1（ 0.0） 1（ 0.8） 0（ 0.0） 0（ 0.0） 0（ 0.0） 1（ 0.0） 0（ 0.0） 9656（ 7.9）
主采煤工 933（ 1.8） 14058（ 26.0） 6（ 3.5） 1（ 0.4） 2（ 0.1） 2（ 0.6） 2（ 0.1） 0（ 0.0） 1（ 0.1） 2（ 0.7） 0（ 0.0） 1（ 0.0） 1（ 0.1） 15009（ 12.3）
煤矿混合工 704（ 1.3） 9876（ 18.3） 3（ 1.8） 2（ 0.8） 0（ 0.0） 1（ 0.3） 6（ 0.2） 0（ 0.0） 0（ 0.0） 0（ 0.0） 1（ 0.0） 0（ 0.0） 19（ 1.2） 10612（ 8.7）
选煤工 17（ 0.0） 137（ 0.3） 0（ 0.0） 0（ 0.0） 3（ 0.1） 1（ 0.3） 0（ 0.0） 0（ 0.0） 0（ 0.0） 0（ 0.0） 2（ 0.1） 1（ 0.0） 1（ 0.1） 162（ 0.1）
破碎工 1322（ 2.5） 36（ 0.1） 3（ 1.8） 2（ 0.8） 1（ 0.0） 3（ 1.0） 60（ 1.7） 5（ 3.8） 10（ 0.6） 1（ 0.4） 1（ 0.0） 5（ 0.2） 12（ 0.7） 1461（ 1.2）
采矿工 2172（ 4.1） 138（ 0.3） 18（ 10.6） 1（ 0.4） 231（ 9.2） 4（ 1.3） 17（ 0.5） 59（ 44.4） 34（ 2.2） 2（ 0.7） 1（ 0.0） 1（ 0.0） 16（ 1.0） 2694（ 2.2）
矿山其他工 a 2137（ 4.0） 945（ 1.7） 21（ 12.4） 1（ 0.4） 33（ 1.3） 0（ 0.0） 14（ 0.4） 4（ 3.0） 2（ 0.1） 1（ 0.4） 4（ 0.2） 2（ 0.1） 35（ 2.2） 3199（ 2.6）
粉碎工 2635（ 5.0） 44（ 0.1） 4（ 2.4） 4（ 1.6） 16（ 0.6） 8（ 2.6） 207（ 5.9） 3（ 2.3） 106（ 6.9） 58（ 21.0） 1（ 0.0） 9（ 0.3） 58（ 3.6） 3153（ 2.6）
运输工 763（ 1.4） 356（ 0.7） 5（ 2.9） 1（ 0.4） 3（ 0.1） 3（ 1.0） 65（ 1.8） 1（ 0.8） 3（ 0.2） 2（ 0.7） 0（ 0.0） 12（ 0.5） 16（ 1.0） 1230（ 1.0）
包装工 174（ 0.3） 10（ 0.0） 5（ 2.9） 22（ 8.8） 3（ 0.1） 12（ 3.9） 138（ 3.9） 0（ 0.0） 4（ 0.3） 1（ 0.4） 0（ 0.0） 2（ 0.1） 12（ 0.7） 383（ 0.3）
成型工 913（ 1.7） 5（ 0.0） 4（ 2.4） 8（ 3.2） 7（ 0.3） 2（ 0.6） 9（ 0.3） 1（ 0.8） 553（ 35.8） 3（ 1.1） 0（ 0.0） 70（ 2.6） 12（ 0.7） 1587（ 1.3）
装出窑工 416（ 0.8） 18（ 0.0） 0（ 0.0） 2（ 0.8） 0（ 0.0） 0（ 0.0） 61（ 1.7） 0（ 0.0） 157（ 10.2） 0（ 0.0） 0（ 0.0） 1（ 0.0） 10（ 0.6） 665（ 0.5）
烧成工 415（ 0.8） 92（ 0.2） 2（ 1.2） 9（ 3.6） 4（ 0.2） 0（ 0.0） 238（ 6.7） 0（ 0.0） 194（ 12.5） 1（ 0.4） 8（ 0.3） 11（ 0.4） 40（ 2.5） 1014（ 0.8）
石工 489（ 0.9） 5（ 0.0） 1（ 0.6） 1（ 0.4） 0（ 0.0） 1（ 0.3） 3（ 0.1） 0（ 0.0） 1（ 0.1） 0（ 0.0） 0（ 0.0） 1（ 0.0） 8（ 0.5） 510（ 0.4）
水泥原料工 343（ 0.6） 7（ 0.0） 1（ 0.6） 1（ 0.4） 1（ 0.0） 2（ 0.6） 1031（ 29.2） 0（ 0.0） 5（ 0.3） 0（ 0.0） 1（ 0.0） 2（ 0.1） 2（ 0.1） 1396（ 1.1）
水泥制成工 59（ 0.1） 6（ 0.0） 0（ 0.0） 0（ 0.0） 1（ 0.0） 0（ 0.0） 890（ 25.2） 0（ 0.0） 1（ 0.1） 0（ 0.0） 1（ 0.0） 3（ 0.1） 3（ 0.2） 964（ 0.8）
干燥工 73（ 0.1） 3（ 0.0） 2（ 1.2） 0（ 0.0） 1（ 0.0） 0（ 0.0） 10（ 0.3） 0（ 0.0） 7（ 0.5） 0（ 0.0） 0（ 0.0） 2（ 0.1） 5（ 0.3） 103（ 0.1）
石棉编制工 12（ 0.0） 2（ 0.0） 0（ 0.0） 2（ 0.8） 662（ 26.3） 1（ 0.3）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8（ 0.5） 687（ 0.6）
石棉制品工 4（ 0.0） 1（ 0.0） 0（ 0.0） 10（ 4.0） 660（ 26.2） 16（ 5.2） 4（ 0.1） 2（ 1.5） 0（ 0.0） 0（ 0.0） 0（ 0.0） 1（ 0.0） 3（ 0.2） 701（ 0.6）
型砂工 410（ 0.8） 13（ 0.0） 1（ 0.6） 1（ 0.4） 0（ 0.0） 0（ 0.0） 4（ 0.1） 0（ 0.0） 8（ 0.5） 6（ 2.2） 6（ 0.3） 1146（ 43.0） 19（ 1.2） 1614（ 1.3）
清砂工 652（ 1.2） 10（ 0.0） 0（ 0.0） 7（ 2.8） 2（ 0.1） 0（ 0.0） 2（ 0.1） 0（ 0.0） 4（ 0.3） 4（ 1.4） 1（ 0.0） 361（ 13.5） 17（ 1.0） 1060（ 0.9）

工厂其他工 b 5419（ 10.2） 1239（ 2.3） 44（ 25.9） 112（ 45.0） 501（ 19.9） 150（ 48.7） 604（ 17.1） 6（ 4.5） 130（ 8.4） 149（ 54.0） 103（ 4.5） 476（ 17.9） 1103（ 68.0） 10036（ 8.2）
合计 52914（100.0） 54066（100.0） 170（100.0） 249（100.0） 2520（100.0） 308（100.0） 3533（100.0） 133（100.0） 1546（100.0 276（100.0） 2298（100.0） 2665（100.0） 1622（100.0）122300d（100.0）

冶炼工 917（ 1.7） 32（ 0.1） 2（ 1.2） 2（ 0.8） 1（ 0.0） 1（ 0.3） 6（ 0.2） 0（ 0.0） 2（ 0.1） 23（ 8.3） 7（ 0.3） 465（ 17.4） 52（ 3.2） 1510（ 1.2）
电焊工 85（ 0.2） 14（ 0.0） 0（ 0.0） 5（ 2.0） 6（ 0.2） 0（ 0.0） 3（ 0.1） 0（ 0.0） 0（ 0.0） 4（ 1.4） 2150（ 93.6） 15（ 0.6） 14（ 0.9） 2296（ 1.9）
修筑炉工 439（ 0.8） 79（ 0.1） 3（ 1.8） 4（ 1.6） 38（ 1.5） 1（ 0.3） 12（ 0.3） 0（ 0.0） 4（ 0.3） 4（ 1.4） 2（ 0.1） 18（ 0.7） 36（ 2.2） 640（ 0.5）
原料工 913（ 1.7） 46（ 0.1） 10（ 5.9） 43（ 17.3） 117（ 4.6） 72（ 23.4） 86（ 2.4） 37（ 27.8） 307（ 19.9） 3（ 1.1） 1（ 0.0） 54（ 2.0） 79（ 4.9） 1768（ 1.4）

统计工种

注：a上述未列出的在矿山工作的统计工种；b上述未列出的其他统计工种；c指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
其他尘肺；d 33例未报告统计工种和病种信息

矽肺新发病例发病年龄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拟

合为直线（P<0.01），其发病年龄中位数由 1997年的
51.00岁增至 2009年的 54.50岁；煤工尘肺新发病
例发病年龄先上升后下降，发病年龄中位数在2005
年最大，为 54.00岁，2005年后呈回落趋势，发病年
龄中位数在 2009年为 50.00岁，拟合为三次曲线
（P<0.05）（图 3、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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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 标准差

矽肺 3758 17.78 10.25
煤工尘肺 3702 22.36 7.52
石墨尘肺 6 21.65 9.06
碳黑尘肺 19 23.51 7.81
石棉肺 323 18.32 8.73
滑石尘肺 8 17.28 4.36
水泥尘肺 461 19.38 7.55
云母尘肺 29 25.53 5.04
陶工尘肺 215 23.42 7.60
铝尘肺 24 22.79 7.21
电焊工尘肺 141 23.71 8.24
铸工尘肺 238 25.53 8.31
其他尘肺 a 171 24.79 9.06
总尘肺 9095 20.36 9.18

1997年
中位数

18.29
22.75
20.92
27.58
18.17
17.34
19.67
25.67
23.67
24.67
24.00
26.75
26.33
21.17

均数 标准差

2992 19.90 9.87
3473 22.49 7.18

7 17.73 8.86
13 24.18 5.14

116 21.88 8.62
5 17.17 7.43

312 21.75 8.03
5 17.77 7.96

76 24.72 8.66
38 24.70 6.78

112 24.04 8.53
206 25.03 7.32
206 22.93 8.92

7561 21.56 8.60

1998年
中位数

20.83
23.00
19.83
24.67
21.00
13.50
21.75
18.75
23.21
23.84
24.67
26.29
23.42
22.25

均数 标准差

3757 19.53 9.57
3335 22.16 7.58

2 15.50 9.19
25 22.88 8.66

263 19.52 8.60
7 19.12 11.10

326 22.70 7.18
17 21.36 8.26

102 23.78 8.09
43 27.39 7.32

186 23.30 7.74
323 25.44 7.78
128 22.56 8.10

8514 21.14 8.72

1999年
中位数

20.33
22.50
15.50
26.17
18.67
20.17
23.00
21.67
24.50
27.58
22.00
25.67
23.50
21.79

均数 标准差

4065 19.63 9.65
4375 21.95 7.59

4 12.67 11.77
35 22.67 8.33

182 20.26 8.05
6 24.47 2.38

304 22.51 7.40
5 27.17 4.83

126 24.22 7.13
7 18.90 9.70

202 23.53 7.70
428 26.31 6.82
200 24.49 7.66

9939 21.29 8.64

2000年
中位数

20.33
22.33

7.92
22.00
19.71
23.83
22.21
25.67
24.00
16.33
23.21
26.96
25.88
22.00

均数 标准差

4514 20.26 9.67
4565 22.56 7.58

6 23.26 8.24
36 19.45 9.42

159 20.21 8.57
18 24.51 5.88

415 23.19 7.65
24 23.22 6.01

262 23.33 7.51
21 18.30 10.90

220 22.41 8.34
244 26.00 7.40
232 23.62 7.88

10716 21.68 8.67

2001年
中位数

20.83
23.00
25.00
20.71
20.50
25.13
23.25
21.38
21.09
14.00
23.00
26.96
25.33
22.00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尘肺种类

表 5 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平均发病工龄的年度变化趋势（年）

注：a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b88例未报告发病工龄信息；“-”表示无数据

均数 标准差

矽肺 4065 19.17 9.99
煤工尘肺 5123 22.07 7.95
石墨尘肺 6 16.74 7.21
碳黑尘肺 11 25.83 5.04
石棉肺 220 18.30 8.27
滑石尘肺 10 17.75 7.50
水泥尘肺 343 22.38 8.19
云母尘肺 9 22.67 9.42
陶工尘肺 111 22.40 7.51
铝尘肺 46 12.99 7.12
电焊工尘肺 209 22.61 9.09
铸工尘肺 251 26.23 7.99
其他尘肺 a 185 18.24 9.93
总尘肺 10589 20.89 9.03

2002年
中位数

20.00
22.83
15.13
24.67
17.83
15.54
22.67
20.33
21.50
12.00
23.00
26.00
17.67
21.67

均数 标准差

3472 17.18 9.86
3259 21.31 7.93

46 24.52 5.95
10 19.53 9.66

173 18.09 8.30
25 21.79 9.07

194 23.06 7.19
4 16.33 12.78

78 23.48 7.14
17 17.85 11.96

105 21.69 8.95
130 26.53 6.74

84 22.12 9.66
7597 19.53 9.17

2003年
中位数

16.83
21.33
23.50
17.92
17.25
23.00
23.00
12.17
24.00
15.00
22.00
27.50
23.21
20.00

均数 标准差

4207 17.30 10.35
3462 21.46 8.39

20 23.13 8.31
20 17.91 8.97
54 21.44 9.74

3 15.56 3.86
253 22.20 7.68

1 30.58 —

72 21.19 10.78
27 15.34 6.93

122 18.55 10.46
75 22.50 9.86

106 20.33 9.30
8422 19.33 9.71

2004年
中位数

17.00
21.92
20.67
17.38
22.63
13.67
23.17
30.58
22.00
13.83
16.42
22.75
21.96
19.75

均数 标准差

3896 16.46 10.76
3248 21.59 8.71

6 18.70 5.21
40 20.69 8.28

209 21.83 9.25
18 17.88 6.75

145 23.03 7.46
2 29.50 3.54

34 22.24 8.20
10 14.34 5.00

157 19.53 10.41
100 25.07 9.40

90 17.68 10.23
7955 19.05 10.15

2005年
中位数

15.00
21.83
17.63
20.96
22.58
18.00
24.00
29.50
21.58
15.21
18.50
25.00
15.75
19.50

均数 标准差

4159 16.26 10.79
3547 20.32 8.91

7 18.74 6.53
7 17.86 12.46

226 17.19 9.20
55 20.87 7.31

155 23.62 8.16
35 23.71 5.87
54 21.45 7.73
12 23.83 7.46

139 18.63 9.62
126 23.85 10.17

42 15.53 10.48
8564 18.36 10.12

2006年
中位数

15.00
20.42
20.00
18.00
16.00
20.00
25.00
26.00
21.00
23.50
18.00
25.00
15.00
18.29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尘肺种类

均数 标准差

矽肺 3956 17.72 10.47
煤工尘肺 5255 20.47 9.26
石墨尘肺 6 13.38 9.35
碳黑尘肺 15 23.89 8.33
石棉肺 227 22.46 9.35
滑石尘肺 74 16.71 7.17
水泥尘肺 173 22.00 7.90
云母尘肺 1 4.58 —

陶工尘肺 136 24.92 7.30
铝尘肺 19 22.14 9.80
电焊工尘肺 217 21.66 9.61
铸工尘肺 175 23.30 8.64
其他尘肺 a 61 20.71 11.72
总尘肺 10315 19.59 9.85

2007年
中位数

17.42
20.92
11.00
21.17
23.17
15.63
21.17

4.58
24.83
20.42
21.92
24.42
22.33
20.00

均数 标准差

4492 14.36 10.47
4855 19.52 9.41

21 17.04 9.30
0 — —

146 22.55 9.46
41 19.73 6.52

257 23.18 7.50
0 — —

210 23.49 8.18
1 20.00 —

249 21.05 9.40
168 21.50 9.37

46 15.53 8.65
10486 17.57 10.23

2008年
中位数

11.88
19.83
14.42
—

25.00
19.75
24.08
—

24.00
20.00
22.00
20.92
16.58
17.92

均数 标准差

5544 11.85 10.00
5859 18.85 9.18

30 16.42 7.58
18 18.33 9.09

221 20.38 9.32
38 18.74 7.89

193 22.09 8.15
1 29.00 —

70 20.69 8.56
11 17.81 11.98

239 18.46 9.62
199 23.27 10.07

69 14.72 9.82
12492 15.87 10.24

2009年
中位数

8.00
19.08
15.58
19.13
20.92
18.17
23.42
29.00
19.63
15.08
17.83
24.58
12.58
15.00

均数 标准差

52877 17.27 10.44
54058 21.19 8.44

167 20.00 8.34
249 21.31 8.66

2519 19.91 9.00
308 19.29 7.50

3531 22.20 7.77
133 23.37 7.03

1546 23.31 7.94
276 20.15 9.52

2298 21.46 9.25
2663 25.01 8.31
1620 21.51 9.52

122245b 19.61 9.61

合计

中位数

17.00
21.58
20.50
21.58
20.00
19.00
22.58
25.58
23.00
19.58
22.00
25.58
22.50
20.00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尘肺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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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 标准差

1997 3759 52.32 10.13
1998 2994 52.45 10.44
1999 3758 52.21 10.52
2000 4067 51.71 10.42
2001 4530 52.80 10.87
2002 4060 51.88 11.49
2003 3483 50.61 11.46
2004 4207 52.50 12.17
2005 3896 52.36 12.78
2006 4159 52.50 11.86
2007 3956 54.56 12.20
2008 4492 53.45 11.69
2009 5544 53.75 11.47
合计 52905 52.61 11.44

矽肺

中位数

51.00
51.00
51.00
50.00
51.00
51.00
49.00
52.00
52.00
52.00
54.00
53.00
54.50
52.00

均数 标准差

3702 51.62 9.78
3475 51.52 9.76
3335 52.92 10.43
4375 52.45 10.61
4561 52.77 10.57
5123 53.17 11.11
3263 51.83 11.25
3462 53.81 12.00
3248 55.01 11.83
3547 53.13 12.14
5255 52.97 11.34
4855 51.42 10.77
5858 51.62 10.93

54059 52.57 11.01

煤工尘肺

中位数

50.00
49.00
50.00
50.00
51.00
51.00
50.00
52.00
54.00
52.00
52.00
50.00
50.00
51.00

均数 标准差

6 59.67 9.18
7 53.29 12.22
2 43.50 14.85
4 50.00 8.12
6 50.33 3.20
6 44.33 4.37

46 47.89 4.57
20 47.20 8.79

6 63.33 10.86
7 53.14 10.09
6 51.33 11.33

21 46.48 9.85
30 47.23 6.88

167 49.02 8.57

石墨尘肺

中位数

61.00
58.00
43.50
49.50
51.00
43.00
48.00
46.00
67.00
50.00
53.50
46.00
46.00
48.00

均数 标准差

19 49.42 7.60
13 52.77 8.35
25 50.24 6.57
35 50.80 10.39
36 47.06 10.66
11 47.09 4.21
10 50.70 9.44
20 50.35 15.51
40 53.00 11.90

7 51.00 11.60
15 51.73 11.79

0 — —

18 48.67 8.57
249 50.26 10.36

碳黑尘肺

中位数

49.00
51.00
51.00
50.00
48.00
48.00
49.50
50.00
53.00
47.00
52.00
—

47.50
50.00

均数 标准差

323 52.05 9.72
116 52.44 10.38
263 53.21 11.20
182 49.03 9.30
158 49.66 8.29
218 49.96 9.22
174 50.97 10.15

54 60.80 11.16
209 57.86 12.47
226 50.15 13.57
227 60.18 11.44
146 63.04 11.08
221 59.29 12.05

2517 54.07 11.76

石棉肺

中位数

51.00
50.00
52.00
47.00
49.00
49.00
48.50
63.00
55.00
50.00
61.00
63.00
59.00
52.00

年份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表 6 1997至 2009年各类报告尘肺病新发病例平均发病年龄的年度变化趋势（岁）

均数 标准差

1997 8 50.63 15.06
1998 5 53.00 12.25
1999 7 48.14 14.60
2000 6 50.00 10.55
2001 18 46.89 5.90
2002 10 56.60 11.17
2003 25 56.68 12.66
2004 3 50.00 12.77
2005 18 50.22 6.86
2006 55 50.67 7.77
2007 74 55.24 12.51
2008 41 52.73 9.46
2009 38 51.84 11.56
合计 308 52.58 10.85

滑石尘肺

中位数

47.00
47.00
45.00
46.50
46.00
51.00
54.00
47.00
50.00
50.00
51.00
50.00
49.00
50.00

均数 标准差

461 46.84 9.71
312 49.09 9.49
326 49.62 9.80
304 49.05 8.95
415 49.54 8.86
345 49.81 9.95
194 50.65 10.27
253 47.61 8.37
145 50.26 9.68
155 50.99 9.11
173 49.90 9.39
257 51.77 11.78
193 52.40 9.62

3533 49.49 9.73

水泥尘肺

中位数

46.00
48.00
47.00
49.00
49.00
49.00
49.00
48.00
49.00
50.00
49.00
50.00
51.00
48.00

均数 标准差

29 49.34 5.65
5 54.80 14.41

17 52.76 6.92
5 55.60 8.68

24 51.79 9.63
9 53.44 9.74
4 64.50 4.43
1 59.00 —

2 63.50 0.71
35 60.51 8.53

1 69.00 —

0 — —

1 71.00 —

133 54.93 9.35

云母尘肺

中位数

48.00
56.00
51.00
51.00
50.00
47.00
64.00
59.00
63.50
60.00
69.00
—

71.00
54.00

均数 标准差

215 53.78 9.04
76 57.53 10.94

102 55.34 11.21
126 55.54 10.63
262 51.74 8.89
111 51.74 10.86

78 53.50 9.43
72 53.94 13.71
34 57.03 12.64
54 59.59 13.13

136 57.87 12.64
210 62.90 11.85

70 55.80 14.18
1546 55.68 11.55

陶工尘肺

中位数

53.00
58.00
53.00
53.00
51.00
48.00
52.00
52.00
59.00
56.00
54.50
66.00
52.00
53.00

均数 标准差

24 50.96 9.24
38 47.00 4.88
43 53.84 7.75

7 46.29 4.72
21 53.24 13.81
46 56.52 10.21
17 52.24 16.62
27 43.00 8.84
10 47.10 16.69
12 47.58 5.20
19 46.84 7.16

1 42.00 —

11 52.18 14.57
276 50.59 10.68

铝尘肺

中位数

49.00
47.00
50.00
48.00
52.00
54.00
52.00
42.00
38.50
50.00
50.00
42.00
51.00
49.00

年份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均数 标准差

1997 141 47.74 8.41
1998 112 47.99 9.97
1999 186 47.41 9.39
2000 202 46.50 8.49
2001 219 46.21 9.09
2002 209 47.07 9.60
2003 105 46.37 9.17
2004 122 45.22 13.12
2005 157 43.61 11.65
2006 139 45.29 11.70
2007 217 46.11 10.50
2008 249 47.44 11.59
2009 239 44.11 10.59
合计 2297 46.22 10.35

电焊工尘肺

中位数

48.00
48.00
47.00
46.00
46.00
48.00
46.00
43.00
43.00
44.00
46.00
46.00
42.00
46.00

均数 标准差

237 51.30 8.79
206 51.00 9.08
323 50.78 8.35
428 49.61 8.63
244 51.08 8.89
251 52.46 8.13
130 52.43 9.45

75 53.04 11.18
100 55.11 11.38
126 55.76 11.68
175 52.63 11.20
168 52.89 10.57
199 52.47 10.53

2662 51.77 9.59

铸工尘肺

中位数

50.00
49.00
49.00
48.00
49.00
50.00
50.00
51.00
53.00
53.00
51.00
52.00
52.00
50.00

均数 标准差

171 52.19 9.32
206 49.97 9.02
128 49.27 8.55
201 49.73 8.87
233 49.58 7.65
185 47.62 10.52

84 55.13 12.41
106 51.86 12.25

90 49.67 13.46
42 45.02 9.71
61 53.79 13.40
46 51.17 13.14
69 46.80 9.92

1622 50.08 10.28

其他尘肺 a
中位数

52.00
49.00
48.50
49.00
50.00
47.00
53.50
51.00
47.00
43.50
54.00
49.50
45.00
50.00

均数 标准差

9095 51.66 9.92
7565 51.74 10.05
8515 52.25 10.40
9942 51.71 10.38

10727 52.31 10.52
10584 52.26 11.15

7613 51.21 11.27
8422 52.80 12.12
7955 53.40 12.48
8564 52.63 12.02

10315 53.61 11.80
10486 52.61 11.48
12491 52.57 11.33

122274b 52.39 11.19

总尘肺

中位数

50.00
50.00
50.00
50.00
51.00
51.00
50.00
52.00
53.00
52.00
52.00
52.00
52.00
51.00

年份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病例数

注：a指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b 59例未报告发病年龄信息；“-”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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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我们的分析基于诊断年统计逐年各类尘肺病

的新发病例数，诊断年反映尘肺诊断发病的确切时

间，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有关统计结果是按照报告

年度统计，这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结果略有差异。

一般而言，报告时间较诊断时间均有延迟，85%耀
95%的尘肺病例在当年或次年上报。

1997至 2009年累计的尘肺病新发病例，煤工
尘肺和矽肺占总病例数的 87.5%，各年度尘肺新发
病例均以煤工尘肺和矽肺为主，且两者新发病例数

占尘肺新发病例数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由1997年
的 82.0%增长到 2009年的 91.3%，故煤工尘肺和矽
肺是我国最为严重的尘肺病，是尘肺病防治的重

点。这与我国既往很多研究结果一致[15-21]，而且既往
的很多研究 [22-24]表明，很多劳动者在高粉尘浓度条
件下工作，其脱离粉尘作业后 20至 50年内还会发
展为尘肺病患者，这提示我们未来尘肺病防治工作

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对脱离粉尘作业的劳动者开展

追踪健康体检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难以做到很好的

实施 [25-27]，尽管我国在 GBZ 188鄄2007《职业健康监
护技术规范》中对脱尘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提出

了相关要求，但实施的效果如何，尚缺乏客观的评

估证据，根据目前在岗劳动者的健康监护水平低推

断我国对劳动者脱离粉尘作业后的追踪健康检查

水平不高，如果将未来重点职业病监测的重心放在

这些劳动者身上，可能将会发现更多的尘肺患者。

1. 尘肺病的地区分布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我
国的煤矿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

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

陕西省、四川省、贵州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

福建省[28]。2010年中国百强煤炭企业主要分布在北
京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辽宁省、吉林

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山

东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四川省、云

南省、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29]。1997至 2009年全国累计报告的尘肺
新发病例数据表明，北京市、山西省、黑龙江省、安

徽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有 50%以上的新发病例为煤工尘肺，
这与我国煤矿的地区分布基本是一致的。河北省、

辽宁省、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

云南省、青海省有 50%以上的新发病例为矽肺，而
矽肺病例最主要也分布在煤炭行业。

我国的石棉企业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重庆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辽宁省、甘肃省、湖北

省、山东省、江苏省、河北省，中国的石棉矿山主要

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三省交

界地区，其他省为石棉加工企业[30]。我们分析的结果
显示，石棉肺病例主要在天津市、山东省、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甘肃省、北京市，上述 5个省市的石棉肺
病例数均在 200例以上，江苏省、四川省的病例数
也在 50例以上。这些病例的地区分布与石棉企业
的分布基本也是一致的。

2. 尘肺病的行业系统和工种分布呈现集中趋
势：从行业系统分布来看，煤工尘肺新发病例绝大

多数分布在煤炭行业（92.1%）；矽肺病例主要分布
在煤炭（21.0%）、有色金属（16.8%）、冶金（14.3%）和
建材（8.2%）行业，共占 60.4%；石棉肺病例和水泥尘
肺病例均主要分布在建材行业，分别占 60.6%和
80.3%；电焊工尘肺和铸工尘肺病例主要分布在机
械行业，分别占 32.4%和 59.4%。
从工种分布来看，煤工尘肺病例主要为主采

煤、主掘进、煤矿混合、纯采煤和纯掘进等工种，共

占煤工尘肺总病例数的 92.3%；矽肺病例主要为凿
岩、纯掘进、主掘进、搬运、粉碎和采矿等工种，共占

矽肺总病例数的 62.4%；石棉肺病例主要为石棉制
品和石棉编织制品等工种，占石棉肺总病例数的

52.5%。
3. 尘肺病新发病例发病工龄总体呈缩短趋势，

尤以矽肺最为明显：1997至 2009年尘肺病发病工
龄的统计分析表明，1997年后各类尘肺病新发病例
发病工龄整体呈现缩短趋势，矽肺新发病例发病工

龄逐年缩短趋势明显。造成尘肺病发病工龄缩短的

趋势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者接尘量

增加。研究表明，劳动者接尘量越多，矽肺罹患率越

高[31]。劳动者接尘量增加主要原因是作业场所的粉
尘浓度较高、劳动者作业时间过长、缺乏有效的个

人防护措施等。张灶钦等 [32]对宝石加工工人矽肺
268例患者的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宝石加
工工人平均接尘工龄为 8.4年，远低于全国的平均
接尘工龄。2009年四川省、重庆市为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对修建襄渝铁路的隧道兵的晚发性矽肺进行

集中诊断，根据文献报道，当时的作业工期短、任务

重，在隧道内采取干式操作，粉尘浓度非常高，导致

其接尘工龄均较短即导致发病[33]。日本的榻榻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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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向我国江苏转移后，由于大部分都是少于 50人
的小企业，其防护条件差、工作场所粉尘浓度高、劳

动者作业时间长（每天工作 8~10 h），导致了很多劳
动者尘肺病发病年龄轻、发病工龄短[34]。二是职业史
记录不完整。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形式的越发多样

化，劳动者的流动性增大，有些尘肺患者在患病前

曾就职于多家企业，但因涉及职业病赔偿的问题，

尘肺患者不愿提供准确的职业史，仅提供最后一次

就职的职业史，可能导致报告尘肺病发病工龄在统

计上缩短的偏性。

4.影响职业病报告数据质量的因素：从 1997至
2009年尘肺病报告数据看，2003年尘肺病新发病
例数出现较大幅度回落，2004 年病例数稍有回升
后，2005年又下降，2003、2004和 2005年新发病例
数均处在相当水平，从 2006年新发病例数开始逐
年递增，2009年报告病例数最多。影响职业病报告
数据数量和质量的主要因素已在相关的论文中作

过讨论，还会在后续的文章中再进行深入剖析和讨

论，主要有职业病报告制度、职业病防治机构数和

职业病防治能力、对数据挖掘能力和应用水平、监

督执法能力、社会职业病防护意识、企业职业病防

治自律模式的建立以及基本职业卫生服务水平等
[20]。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职业病报告的数据对真实职
业病发病情况反映程度不足 7%[35]，即有超过 90%
的病例未能出现在职业病报告数据库中。这提示现

有的职业病报告系统尚不足以全面反映我国的职

业病负担。

5. 尘肺病发病形势十分严峻的客观判断与思
考：回顾历史，尘肺病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但是迄今尘肺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需

要我们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两方面进行

理性的深入分析和思考，探索出解决尘肺病发病的

新方法和新思路。195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防止
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1958年卫生部和劳
动部联合颁布《矿山防止矽尘危害技术措施暂行办

法》和《产生矽尘的厂矿企业防痨工作的暂行办法》，

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
条例》以及相继颁布了 33项粉尘卫生标准和尘肺 X
线诊断标准及尘肺病例诊断标准[21]。2002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2009年国务
院发布了《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
2011年国家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修正案，这些法规、标准和职业病防治规划的发

布实施，为尘肺病的防治提供法律保障和技术支

撑。但尘肺病的防治归根结底还在于用人单位对尘

肺病防治职责的主动履行，用人单位应以保护劳动

者健康为核心，创造预防性的职业安全卫生文化，

积极组织、协调、动员各种资源和力量，尤其是动员

技术人员积极革新其生产工艺、落实综合性防尘措

施，降低工作场所粉尘浓度，为劳动者提供一个职

业安全卫生的工作场所。目前大量的用人单位有法

不依，提示我们应深入思考在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卫

生服务制度的设计上是否有缺陷，是否有不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新环境等问题。

综观尘肺病的新发病例数逐年增长和发病工

龄缩短的趋势性变化，可以推测目前我国尘肺病的

发病形势呈严重甚至恶化态势，我国在控制尘肺病

的措施上应该存在许多未知的难点和盲点。先从尘

肺病的发病数量看，每年新发职业病的例数一直是

呈现上升趋势。职业病发病例数增加，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响，与宏观的产业结构、劳动力的结构和数

量、职业病防治水平以及劳动者享受的职业卫生服

务水平都有密切关系。但尘肺病发病例数绝对数量

的增加，的确从客观上反映了职业病发病的严峻

形势。50年代初每年新增病例为几十例，1956 年
以后为几百例，1974年后为千例，1976年后递增至
15 000例以上，1986年近 20 000例[1]，1987年后有
所下降，90年代呈现下降趋势，但 1999年又开始回
升至 10 000例左右，2006年后又呈现增长趋势，到
2010年报告的尘肺病例已达到 23 812例[12]。再从发
病工龄来看，我国尘肺病发病工龄经历从缩短到延

长又缩短的反复过程，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

阶段密不可分，说明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探索行之

有效的职业病防治制度不一定完全适应新形势下

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即迫切需要探索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职业病防治制度和措施。1955至 1959年间
和 1985至 1986年间诊断的尘肺病例的平均发病
工龄，矽肺从 9.5年延长到 26.2年，煤工尘肺从 16.2
年延长到 24.7年[21]。但是从 1997年以来，尘肺病的
发病工龄又整体呈现缩短的趋势，煤工尘肺缩短趋

势缓慢，而矽尘的发病工龄则呈现明显缩短的趋

势，尤其是 2002年后发病工龄迅速缩短，2009年达
到最低点，只有 8.00年。
尽管以上数据已表明我国尘肺病发病形势十

分严峻，但是这些数据所反映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

角，关于尘肺病防治工作还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也

需要思考和迅速加以解决。（1）需要迅速扩大劳动
者享受的职业卫生服务的覆盖水平。（2）需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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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动劳动者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新方法和新模

式。（3）进一步明确我国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机
构的职能定位。（4）需要缩小我国粉尘有关职业危
害预防控制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上的巨大差距。（5）
需要研究和调整我国过宽的粉尘职业接触限值水

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用工制度的多

样化和中小企业、非正规经济组织的大量涌现，劳

动者的流动性加大，给劳动者健康监护工作带来了

新的难度，同时，由于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机构

定位不清楚，职业病防治机构尤其是基层的能力严

重不足、运行不畅，使得优势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力量主要为大型企业、跨国公司服务，而弱势劳动

者尤其是在高危行业的流动劳动者、非正规经济组

织如家庭作坊的低技能劳动者一直处于职业卫生

服务的盲区和空白，与其相关的职业病和职业性损

害也得不到诊断和认定，更无法保障其职业健康和

相关权益。有学者曾经对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开展职业健康体检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部分地区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职业健康体

检工作的只占 40%左右 [36]，我们从多渠道了解到很
多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

两项体制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出台后这十几年来，甚至没有开展过一项职业病防

治活动，原因是没有从上而下的疾病预防控制任

务、经费和考核检查，而又不具备获得各种职业卫

生服务资质的条件。社会日益增加的职业病防治需

求与很多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在职业病防

治方面一直呈现极度萎缩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职

业病报告的数据对真实职业病发病情况反映程度

尚不足 7%，这也提示了我国劳动者享有的职业卫
生服务的覆盖水平非常低[35]。
相关研究还表明，工作场所粉尘的浓度和尘肺

病的发生具有剂量—反应关系，而我国的粉尘浓度

标准比国际上很多国家标准要宽松。以煤尘和矽尘

为例，我国在《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中规定游离 SiO2
含量小于 10%的煤尘总尘和呼吸性粉尘的 PC鄄TWA
分别为 4.0 和 2.5 mg/m3；游离 SiO2 含量在 10%耀
50%的矽尘总尘和呼吸性粉尘的 PC鄄TWA 分别为
1.0和0.7 mg/m3，游离 SiO2含量在 50%耀80%的分别
为 0.7和 0.3 mg/m3，游离 SiO2含量在 80%以上的分
别为 0.5和 0.2 mg/m3。而其他很多国家的煤尘的职
业接触限值要严于我国的标准，如澳大利亚、芬兰、

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英国、美国[3]。尽管我国粉

尘的职业接触限值水平比有的发达国家宽松好几

个数量级，但是我国作业现场粉尘浓度超标的情况

还依然非常严重，这必然会导致在长时间内产生大

量的尘肺患者，如我国学者对金矿凿岩工人速发型

矽肺的研究表明，在工作场所，呼吸性粉尘浓度为

70.2耀108.8 mg/m3时，矽肺的发病率为 29.1%（167/
574），平均发病工龄为 5.6年[37]。
另外，矽尘、铸造粉尘的致癌性研究、粉尘所致

包括呼吸系统在内的多种职业性损害、超细粉尘颗

粒物的潜在职业危害以及粉尘采样、监测的核心技

术等，在我国都还尚处于起步或者空白阶段。要彻

底解决我国粉尘所致的疾病负担，保障劳动者尤其

是弱势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实现全社会和谐和包容

性增长，这些都应成为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需要重

点关注的职业卫生问题。

6.对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思考与建议：根据尘肺
病的发病特征，加强重点行业、工种的职业病防治

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作业场所粉尘浓度和劳动

者粉尘接触水平是控制尘肺病的根本措施，其中工

程防护是关键。应根据尘肺病的发病特征，认真贯

彻“水、风、密、革、护、宣、管、查”八字综合防尘措

施。重点加强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和机械行业的粉

尘控制工作；根据产业结构，做好各地区的职业病

防治工作；加强凿岩、主掘进、纯掘进、运搬、主采

煤、纯采煤、煤矿混合工种的防护工作。（1）加强尘
肺病报告工作，构建尘肺病监测预警体系：职业病

报告数据受职业病监测与报告制度、职业病监测与

报告专业人员能力、职业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影响，

建议：淤加快职业病监测与报告法律法规建设，尽
快出台《职业病监测与报告管理办法》，规范、加强

职业病监测与报告工作，建立健全职业病监测与报

告网络。于继续完善国家职业病监测与报告系统，
将主动监测与被动的职业病报告有机结合，形成综

合的职业病监测系统。盂充分利用对重点尘肺病的
主动监测数据，及时掌握职业病在高危人群、高危

行业和高危企业的发病特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其危

险源的分布和危害程度，以采取干预性预防控制措

施。榆构建基于尘肺病监测与报告数据的预警体系
和运行模式[38]。虞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39-42]，定期发
布详尽的尘肺病报告统计数据，并进一步对现有尘

肺病数据库进行系统分析，以方便社会各界引用、

利用和深入分析。愚加强职业病监测与报告专业人
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高对数据的挖掘能力和应用

水平。（2）加强尘肺病防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继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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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的各

项要求，加强职业病防治体系建设，遏制尘肺病发

病增长的趋势，积极响应 ILO/WHO“全球消除矽肺
国际规划”，为全球消除矽肺作出贡献，主动探讨适

应我国市场经济的职业病防治的新机制和新模式。

淤深入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的方针，建立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

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机制，实行分类

管理、综合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卫生

的协调与合作机制[43]。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一步
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机构和监管网络建设，进一步

做好健康筛检和健康监护。鼓励用人单位自主开展

职业病防治工作，并按照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的要

求，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设置的职业病防治机构的

职能定位，推广卫生部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的成

功经验，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基层基本职业卫
生服务网络，将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纳入到初级卫生

保健的工作内容，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本

职业卫生服务的职责，并培育其能力，使其能为用

人单位，尤其是小企业、流动人口、非正规经济组织

的劳动者提供政府负担的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盂
严格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充分发挥

行业组织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自律管理作用，发挥

行业大型企业的带头作用[44]。榆继续做好职业病监
测与报告工作，完善职业病监测与报告的保障机

制；利用重点职业病监测项目，探讨如何早期发现

和预防控制尘肺病的新方法和新机制。虞进一步修
订、完善粉尘标准，加快循证医学和系统性综述在

职业卫生标准研制过程中的应用[45]。愚积极开展国
际合作和建立消除矽肺的全球网络，加强信息传播

和经验交流，推动相关的国际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

施，如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卫生服务设施公约，促进

我国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

卫生服务体系，以尽快提高我国劳动者享受基本职

业卫生服务的覆盖率，促进早日实现劳动者人人享

有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的全球战略目标。（3）开展尘
肺病防治专题和科学研究：积极开展粉尘的致癌性

研究，如矽尘、铸造粉尘 [46]等；开展尘肺结核的系统
性研究；开展工作场所纳米颗粒物对劳动者健康的

潜在影响，以及粉尘对劳动者其他健康影响（如

COPD、慢支、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和预防控制措
施的研究 [47-50]；通过文献复习、现场调研、粉尘监测
历史数据的收集和专家评估等方法，建立我国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粉尘浓度监测数据库，制作我国重

点行业按工种按年度粉尘浓度的矩阵，为进一步研

究粉尘与其职业危害的剂量—反应关系提供基础

数据。（4）开展粉尘职业危害综合性防治干预示范
工程：选择煤矿、有色金属、陶瓷加工、汽车铸造、宝

石加工、石材加工、石棉矿等粉尘危害严重行业的

典型企业，应用大型企业职业病防治自律模式

（CISCOD Model）[44]所提供的技术工具、已发布的粉
尘等职业危害预防控制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国内

外已出版的各种技术指南，主动开展粉尘职业危害

综合性防治干预示范工程。在开展重点行业典型企

业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利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职

业健康监护数据、因病缺勤资料、职工职业史档案、

粉尘浓度监测历史数据以及重点职业病（尘肺、职

业性肺癌等）监测数据等综合信息，按岗位对职业

性有害因素进行识别和危险度评估；建立观察人群

的研究队列，利用企业积累的人群职业健康监护数

据，探索健康影响的观察指标和研究方法，建立疾

病和职业性有害因素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提出

尘肺病职业接触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发病预测模型；

根据基线调查、健康研究结果提出干预措施和目

标，按岗位提出相关领域的职业病防治干预技术指

南；总结并修正按岗位提出的相关领域的职业病防

治干预技术指南，建立相关的职业病防治技术数据

库；建立并推广重点职业病（尘肺、职业性肺癌等）

综合性防治干预示范工程。（5）加强与媒体、社会关
于尘肺病预防控制科学知识的沟通与交流：目前，

由于很多劳动者劳动关系不健全，所以其所患职业

病找不到为其承担责任的用人单位，导致很多遭受

损害的劳动者得不到尘肺病的诊断与认定，诊断了

职业病也找不到为其埋单的业主，尤其是“张海超

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一方面增强了社会对于职

业病防治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对于诊断

和治疗职业病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职业病防治规

律性的群体误读，具体表现在过度关注职业病的诊

断与治疗，而忽略了尘肺病可以预防而不能治愈的

根本属性，甚至将整个职业病防治工作和研究的重

心都聚焦于尘肺病等职业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

上，而有意或者无意忽略控制职业病的最根本措施

是从源头上预防职业病，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降低

工作场所粉尘浓度是预防控制尘肺病的根本。打开

互联网，不难看到有很多关于尘肺病诊断、治疗的

杂音在误导着人们的视听，甚至误导决策者的正确

决策，因此，建议主管部门、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

机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制作尘肺病预防控制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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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宣传片或者安排尘肺病防治权威专家与主流媒

体一起，共同传播关于尘肺病预防控制的正确知

识，引导全社会正确、理性地认识尘肺病及其预防

控制措施，从而让预防性的职业安全卫生文化在社

会中生根发芽并广泛传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职业卫生所领导以及全国职业病报

告工作人员对职业病报告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职业卫生所李文
捷、鲁洋、刘拓在数据分析中给予大力支持。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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