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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尘肺是我国现阶段最主要1最严重的职业病病种之一0近年来全国肺结核报告发病例数仅次于病毒

性肝炎%居甲乙类传染病第二位0肺结核是尘肺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发病常由多种因素联合作用所致0作者介绍

了近年来各地的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发生率%分析了有关其发病易感因素的各项研究%得出目前各地尘肺患者

并发肺结核的发生率仍较高的结论0现已发现可能的易感因素有尘肺期别1发病年龄1接尘工龄1工种1接尘年代

等职业易感因素%以及基因1预防用药等其他易感因素0近年的相关研究%针对尘肺并发结核病的诊断1治疗较多%

而针对患病原因和如何预防控制的较少0现有的研究存在各种不足和分歧%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0建议针对接触

尘埃的工人和尘肺患者加强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尘肺及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患者%特别是具有易感因素的人群#尘肺

期别高1接尘工龄长1接尘年代早1掘进工等$%应作为预防重点%特别加以关注%以达到控制1降低尘肺患者并发肺

结核发生率的目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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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Â '&'*.'*#.

%

Z*&<

?"

&G+%-*#7(&-'A #̂A$$-$

F

@(<')&-̂ $+'A=<*M().*'

"

%

@A&<

?

.A&QOPP\S

%

@A*<&

@$))(.

E

$<L*<

?

&+'A$)

!

6C12Z*&$4,*<

%

C,&*-

!

V;*&$,*<

"

#.+D(L+D#<

4

87.(0&%(

5

L-F<6"="-#",#,#,"-F"XDAF6",D#6

9

"GD7-D7-!,FG#"<,"==<

9

7D#"-78!#,F7,F,#-@A#-7+P-GF=F-D

;

F7G,

%

DAF-<6EFG"X-"D#X#F!

9

<86"-7G

;

D<EFG=<8",#,

#

LJ\

$

G7-V,7,DAF,F="-!

9

87=F#-DAF=87,,C7-!\#-XF=.

D#"<,!#,F7,F,7XDFGU#G78AF

9

7D#D#,+LJ\#,7="66"-="6

9

8#=7D#"-76"-

:9

-F<6"="-#",#,

9

7D#F-D,7-!#,=7<,F!E

;

7

="6E#-7D#"-"XU7G#"<,X7=D"G,+JA#,7GD#=8F#-DG"!<=F!DAF#-=#!F-=F"XLJ\#-

9

7D#F-D,[#DA

9

-F<6"="-#",#,#-

GF=F-D

;

F7G,#-!#XXFGF-D7GF7,"X@A#-7

%

7-!7-78

;

SF!DAFGF,F7G=AF,"-DAF,<,=F

9

D#E8FX7=D"G,X"G!FUF8"

9

#-

:

LJ\+

PD#,="-=8<!F!DA7DDAF#-=#!F-=F"XLJ\#,,D#88A#

:

A#-

9

7D#F-D,[#DA

9

-F<6"="-#",#,+JAFGF,<8D,,A"[F!DA7DDAF

9

",,#E8F,<,=F

9

D#E8FX7=D"G,#-=8<!F!

!

DAF,D7

:

F"X

9

-F<6"="-#",#,

%

7

:

F"X"-,FD

%

DAF

;

F7G,Fa

9

",<GFD"!<,D

%

D

;9

F"X

["GV

%

DAF7

:

F"XFa

9

",<GFD"!<,D7-!"DAFG"==<

9

7D#"-78,<,=F

9

D#E8FX7=D"G,

%

7,[F887,"DAFG,<,=F

9

D#E8FX7=D"G,

,<=A7,

:

F-F7-!

9

GFUF-D#UF6F!#=7D#"-+P-GF=F-D

;

F7G,

%

DAFGF87DF!GF,F7G=AF,6"GF7#6F!7DDAF!#7

:

-",#,7-!

DGF7D6F-D"X

9

-F<6"="-#",#,D<EFG=<8",#,

%

E<D8F,,"-DAF=7<,F"XDAF!#,F7,F7-!A"[D"

9

GFUF-D7-!="-DG"8DAF

!#,F7,F+JAFFa#,D#-

:

GF,F7G=AF,A7UFU7G#"<,,A"GD="6#-

:

,7-!!#XXFGF-=F,

%

7-!-FF!D"EFX<GDAFGUFG#X#F!+

JAG"<

:

A"<G,D<!

;

%

[F,<

::

F,DDA7DDAFGF

:

<87G

9

A

;

,#=78Fa76#-7D#"-,D"DAF["GVFG,Fa

9

",F!D"!<,D7-!DAF

9

7D#F-D,[#DA

9

-F<6"="-#",#,,A"<8!EF,DGF-

:

DAF-F!D"D#6F8

;

!FDF=DDAF

9

7D#F-D,[#DA

9

-F<6"="-#",#,7-!DAF

9

-F<6"="-#",#,

9

7D#F-D,="6

9

8#=7DF![#DALJ\+L"

9

<87D#"-,[#DADAF,<,=F

9

D#E8FX7=D"G,X"G!FUF8"

9

#-

:

LJ\

%

,<=A

7,DAF

9

-F<6"="-#",#,

9

7D#F-D,7DA#

:

AFG

9

-F<6"="-#",#,,D7

:

F

%

["GVFG,[#DA8"-

:

FGD#6FFa

9

",<GFD"!<,D"GF7G8#FG

7

:

FFa

9

",<GFD"!<,D7-!F-

:

7

:

#-

:

#-Fa=7U7D#"-["GV

%

FD=+

%

,A"<8!EFGF

:

7G!F!7,DAFVF

;9

"

9

<87D#"-,"X

9

GFUF-D#"-

7-!

:

#UF,

9

F=#787DDF-D#"-,+Z"DAF#-=#!F-=F"X

9

<86"-7G

;

D<EFG=<8",#,#-

9

7D#F-D,[#DA

9

-F<6"="-#",#,=7-EF

GF!<=F!7-!DAF

9

-F<6"="-#",#,D<EFG=<8",#,=7-EFFXXF=D#UF8

;

="-DG"88F!+

4

=/

1

>)02.

5

!

L-F<6"="-#",#,

3

!

J<EFG=<8",#,

%

9

<86"-7G

;

3

!

Z#8#="D<EFG=<8",#,

3

!

Y#,F7,F,<,=F

9

D#E#8#D

;

3

MFU#F[

尘肺是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矿物性粉尘并在

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疾病0肺

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0尘肺并

发结核病是粉尘和结核分枝杆菌协同作用于接触尘埃#简称

)接尘*$的工人引起的肺部疾病'

$

(

0尘肺在我国职业病中有

)第一杀手*之称%是我国现阶段最主要1最严重的职业病病

种之一0近年来全国肺结核报告发病例数仅次于病毒性肝

炎%居甲乙类传染病第二位0王一丹等'

/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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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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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献报道的
$$)/)'

例尘肺患者进行综合评价%发现我

国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为
$1&0>

0尘肺并发肺结核

后%不仅促使病情进展1恶化%影响预后%也是造成尘肺患者

死亡的原因之一0尘肺容易并发肺结核%主要是由于尘肺患

者肺组织中沉积着难溶性矽尘%破坏了巨噬细胞功能%使之

始终处于低能状态%影响了它们的吞噬1消化灭菌能力0由

于巨噬细胞被大量破坏%使结核免疫的效应细胞功能也受到

影响%致使机体对肺结核的获得性免疫难以建立%导致肺结

核易感0尘肺并发结核病的易感人群主要是煤炭及矿业工

人%发病是由多种因素联合作用所致%笔者就国内外相关研

究进行综述0

一1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流行病学特点

尘肺是我国最主要的职业病%包括矽肺1煤工尘肺1石墨

尘肺1炭黑尘肺1石棉肺1滑石尘肺1水泥尘肺1云母尘肺1陶

工尘肺1铝尘肺1电焊工尘肺1铸工尘肺等0其中患病人数最

多的是矽肺和煤工尘肺%而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患者中也以矽

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最高0近年来国外对尘肺并发肺结核

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针对单一种类尘肺患者%报道的尘肺

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约为
$%>

#

'%>

0

K#G,7!G7FF

等'

'

(

对不同国家#主要是伊朗和韩国$

$(0%

-

/%$$

年间报道的

)/0%

例煤工尘肺患者进行
KFD7

分析%发现并发肺结核的比

率为
//&?>

#纤维化组为
'/&'>

%单纯煤工尘肺组为

$)&)>

$%明显高于非尘肺对照组0伊朗
/%%)

-

/%%0

年1

/%%0

-

/%$%

年煤工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为
'1>

和

/2>

'

1

(

0

W7G7S#

和
B7EE7G#7,8

'

?

(对
/%$$

-

/%$/

年伊朗中央省

矽尘作业工人的研究发现%矽肺工人肺结核患病率为

%&($2>

%发病率为
%&1?(>

0在卡萨布兰卡一家医院

$((2

-

/%$)

年收治的
?1

例矽肺患者中%

/%>

并发肺结

核'

)

(

0而我国在不同的研究1不同的省份尘肺患者并发肺结

核的比率报道各异0笔者查询了
/%$%

-

/%$2

年发表的文

献%对近年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研究较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进行分析%其
?

篇文献'

2.$$

(报道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

在
(&'$>

#

')&2)>

之间%四川1山东1湖南等省的相关研究

也较多%各省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分别为
/&$?>

#

0&)1>

1

1&00>

#

/2&)'>

和
'&?%>

#

$?&2%>

0糖尿病并

发结核病和
OPH

与
KJ\

双重感染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缪

昌东等'

$/

(调查的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中%

/%&(2>

#

?/

"

/10

$

并发
/

型糖尿病0

/%$%

-

/%$?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

OPH

与
KJ\

双重感染患者
)/'

例%占结核病患者总数的

/%&'(>

'

$'

(

0与糖尿病并发结核病和
OPH

与结核分枝杆菌

双重感染相比%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也处于较高水

平%值得加以关注0

二1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职业易感因素

#一$尘肺期别

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与尘肺期别有关%尘肺期别

越高%并发肺结核的比率越高%以下多项研究结果已经证实

这一观点0艾尔肯&吾布力等'

$1

(调查发现%

$

1

%

1

0

期煤

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分别为
$2&$)>

#

'?

"

/%1

$1

1/&$$>

#

0

"

$(

$1

)%&%%>

#

'

"

?

$%各期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

比率存在差异0丁新平等'

$?

(发现%随着尘肺期别升高%并发

肺结核的比率增高%

0

期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为

)?&%)>

0开滦煤矿地区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

$

期

为
)&?>

%

%

期为
$$&?>

%

0

期为
$?&?>

%煤工尘肺并发肺结

核的比率随期别增加而明显增高'

$)

(

0唐桂钰'

$2

(发现%尘肺

期别为河北省钢铁企业接尘工人尘肺并发结核病发病的易

感因素#

./c/&'(%

%

(?>'(c/&$?%

#

/&)?2

$%尘肺患者并

发肺结核的比率随尘肺期别的增加而升高0其另一项调查

也发现尘肺患者结核病的发病率与尘肺期别有关#

./c

/&0$2

%

(?>'(c/&1?0

#

'&//0

$

'

$0

(

0与杨福余'

$(

(

1高劲松

等'

/%

(

1郝德义'

/$

(

1刘建坤等'

//

(的研究结论相符0其发病机

制有以下几点!#

$

$煤工尘肺患者抵抗力降低%细胞免疫功能

低下%工作环境差%易受结核分枝杆菌感染3#

/

$煤工尘肺病

变导致肺间质纤维化%造成血液淋巴循环障碍%降低肺组织

对结核分枝杆菌的防御能力3#

'

$长期咳嗽1支气管黏膜纤毛

破坏1分泌物堆积1呼吸道防御功能减退%为结核分枝杆菌及

其他细菌的入侵创造了有利条件3#

1

$粉尘有增强结核分枝

杆菌活力的作用%对巨噬细胞有一定毒性%削弱巨噬细胞吞

噬和灭菌能力%促使结核分枝杆菌在组织中生长及播散'

//

(

0

尘肺期别越高%患者肺部损伤越严重%越容易感染肺结核%由

此提示%加强尘肺
P

期1

%

期患者的康复治疗及有效治疗%及

时阻止其向
0

期发展%对降低尘肺并发肺结核的发生率非常

重要'

$?

(

0

#二$发病年龄

马辰浩'

$)

(发现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随尘肺发病

年龄升高而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c/$&2$

%

!

$

%&%?

$0唐桂钰'

$2

(发现%河北钢铁集团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

的比率随尘肺发病年龄的增加而升高#

./c$&1)2

%

(?>'(c

$&'$/

#

$&)%(

$0其另一项调查也发现尘肺患者结核病的发

病与尘肺发病年龄有关#

./c$&$22

%

(?>'(c$&%/2

#

$&'12

$

'

$0

(

0高劲松等'

/%

(发现尘肺并发肺结核发病年龄多集

中在
1%

岁以上#

()&0(>

$0其另一项调查发现发病年龄

)%

岁组并发肺结核的比率最高#

/)&$)>

$%尘肺并发肺结核

的比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但各年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0重庆某煤矿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随发病年龄

的升高而升高#

!

/

c'%&2$

%

!

$

%&%$

$

'

/1

(

0即高龄尘肺患者

肺结核发病的危险性更高%可能是因为随年龄增加人体的免

疫功能下降%高龄尘肺患者自身抵抗力较差%病后身体状态

及恢复情况也不及年轻患者%更易并发其他疾病0也有一些

研究得出不同结果%如丁新平等'

$?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尘

肺并发肺结核发生的比率随发病年龄的升高而降低%但
1%

#

2(

岁各年龄组#

1%

#

1(

1

?%

#

?(

1

)%

#

)(

1

2%

#

2(

岁$差异不

大0齐啸等'

/?

(发现发病年龄
$

1%

岁组矽肺患者并发肺结核

的比率最高%为
/'&)1>

%

)%

#

岁组最低%为
0&?%>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0这可能是由于尘肺晚发病的工人较早发病的

工人自身身体素质更好%对肺结核抵抗力也较强%因而不易

发病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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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尘工龄

唐莉丽等'

$$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接尘工龄组煤工尘肺

患者肺结核发病率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

中%接尘工龄
#

(

年的煤工尘肺患者肺结核的发病率最低

#

$%&?'>

$%接尘工龄
&

'%

年的煤工尘肺患者肺结核的发病

率最高#

'/&01>

$0艾尔肯&吾布力等'

$1

(发现接尘工龄
#

(

1

$%

#

$(

1

/%

#

/(

和
&

'%

年等工龄组尘肺并发肺结核发生

率分别为
%

1

$'&%1>

#

'

"

/'

$1

$2&'(>

#

$0

"

$$?

$1

/2&'0>

#

/?

"

01

$%不同接尘工龄煤工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0高劲松等'

/%

(调查结果显示%煤工尘肺并

发肺结核大多发生在接尘工龄
$%

年以上者%最多集中在

/%

年以上者%占
?2&%0>

#

)1?

"

$$'%

$0而其另一项调查提

示%煤工尘肺并发结核病与接尘工龄不呈正比关系'

/'

(

0马

英华等'

/)

(调查发现%不同接尘工龄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

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大多发生在接

尘工龄
)

年以上%最多集中在
$$

#

/%

年工龄段0黎东霞

等'

/2

(发现疑似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检出率有随接尘工龄

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

/

c?&()(

%

!c%&%$?

$0

58V7G!

等'

/0

(的

研究中%摩洛哥
/'

例矽肺并发结核病的患者暴露于二氧化

硅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

年0

7̀G7A67!#

等'

/(

(研究显示%与

无矽尘接触史者相比%矽肺患者和矽尘暴露者并发肺结核的

比率更高#

!

$

%&%?

$%

8"

:

#,D#=

回归分析显示中度和重度二氧

化硅暴露与肺结核发病率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0通常认为

尘肺并发结核病的发病与粉尘浓度及累积暴露量有一定的

关系%随着接尘工龄的增加%累积暴露量增加%尘肺患者并发

肺结核的比率也随之上升0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结论%唐桂

钰'

$2

(发现%接尘工龄为影响河北省钢铁企业接尘工人尘肺

并发结核病的发病因素#

./c%&2()

%

(?>'(c%&2$(

#

%&00'

$%在其下属唐山钢铁集团和承德钢铁集团%随着接尘

工龄的增加%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呈降低趋势0其另

一项调查发现%尘肺并发结核病的比率与接尘工龄#

./c

%&2'1

%

(?>'(c%&)/2

#

%&0)%

$有关'

$0

(

0齐啸等'

/?

(发现接

尘工龄
$

/%

年1

/%

#

/(

年和
&

'%

年工龄组矽肺患者并发肺

结核的比率分别为
/$&1)>

1

2&()>

和
)&)'>

%并随接尘工

龄的增加而降低0这可能是由于接尘工人患尘肺后即脱离

接尘岗位%使得接尘工龄变短%引起接尘工龄越长1尘肺患者

并发肺结核的比率越低的现象'

$0

(

0

#四$染尘工种

不同染尘工种的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不同0

#

$

$井下作业的接尘工人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较高0马英

华等'

/)

(的研究表明%井下接尘工人累积肺结核感染率明显

高于地面作业人群#年龄标化后肺结核累积感染率分别为

$/&'?t

1

1&'%t

3

!

$

%&%?

$%且井下接尘工人肺结核患病率

高于地面作业对照人群0#

/

$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较多%发

病率约为
//>

'

'%

(

0乌鲁木齐市煤矿系统于
/%%)

-

/%$/

年

期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复查%明确

诊断的
//0

例煤工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为
/%&$0>

#

1)

"

//0

$

'

$1

(

0开滦地区煤矿工人近
'

个月内临床确诊的尘

肺患者中%接受调查的
1?%

例患者尘肺并发肺结核的煤工有

1%

例%占
0&(>

'

$)

(

0唐桂钰等'

$0

(调查的某煤矿尘肺患者并

发肺结核的比率为
/'&1)>

#

?/)

"

//1/

$0淮北矿业集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的
$%$(

例尘肺并发肺结核

的患者中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为
$2&('>

'

/'

(

0上述

文献煤工尘肺是研究热点%针对其他种类尘肺的研究较少%

且很少将尘肺种类或接触粉尘种类作为指标进行比较0丁

新平等'

$?

(发现尘肺并发肺结核患者中%并发率排在前
'

位

的尘肺病种依次为矽肺#

/'&20>

$1铸工尘肺#

$)&)2>

$及煤

工尘肺#

$?&(%>

$%但这可能与矽肺是尘肺中最常见的一种

类型有关%还需进一步验证0#

'

$具体从事工种不同%尘肺并

发肺结核的比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0唐莉丽等'

$$

(发现不

同工种煤工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掘进工最高%为
/0&')>

3采煤工为

$0&'>

3混合工最低%为
$?&2(>

0艾尔肯&吾布力等'

$1

(发

现掘进工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最高%不同工种煤工尘

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0丁新平等'

$?

(发

现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前
?

位的工种依次为纯掘进工1主

掘进工1主采煤工1铸工及煤矿混合工0从工种分布来看%唐

山钢铁集团显示凿岩工1铸造翻砂工1炼#轧$钢工的尘肺患

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较高%邯郸钢铁集团的凿岩工和炼#轧$

钢工并发率较高'

$2

(

0郝德义'

/$

(发现尘肺并发肺结核的工

种主要是掘进工1采煤工0刘洪材等'

/1

(发现重庆某煤矿采

煤1掘进1混合
'

个工种尘肺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分别为

)&%0>

1

)&)%>

1

$)&0(>

%其中混合工种尘肺并发肺结核的

比率明显高于两个单纯工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

58V7G!

等'

/0

(对摩洛哥
$/

年#

/%%'

-

/%$?

年$间罹患

矽肺并发结核病的
/'

例患者进行调查%他们中有
2

名挖掘

工1

?

名碎石工1

2

名矿工和
1

名石匠0综合上述研究%掘进

工1凿岩工1混合工等工种工人接触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

量高%其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也高3反之%采煤工1辅助工1冶炼

工等接触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低%其并发肺结核的比率

相对较低%可见尘肺并发肺结核的发病率与接触粉尘浓度及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呈正比'

'$

(

0

#五$接尘年代

尘肺并发结核病多发生在
/%

世纪
2%

年代以前%特别是

)%

年代以前较多%随年代增加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

逐渐降低#

?%

年代之前为
'?&?)>

%到
0%

年代降至
$&$0>

$

'

/'

(

0

齐啸等'

/?

(发现
/%

世纪
2%

年代以前%矽肺患者并发肺结核

的比率最高%随着年代的增加%并发比率降低%

$(?)

-

$()(

年1

$(2%

-

$(2(

年1

$(0%

-

$(0(

年1

$((%

-

/%$%

年四组两两

比较%除
$(?)

-

$()(

年与
$(2%

-

$(2(

年组之间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唐桂钰'

$2

(发现%接尘

年代为影响河北省钢铁企业接尘工人尘肺并发结核病比率

的因素#

./c%&1)0

%

(?>'(c%&1$$

#

%&?'/

$%唐山钢铁集

团和邯郸钢铁集团均是随接尘年代的增加%尘肺患者并发肺

结核的比率逐渐下降3其另一项调查发现%尘肺并发结核病

的发病率与接尘年代有关#

./c%&?2(

%

(?>'(c%&12$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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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0

(

0随着接尘年代的推近%尘肺并发结核病发生的

危险性逐渐降低%表明国家1企业对粉尘的控制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相关机构对结核病防治力度有所加强%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

$0

(

0而丁新平等'

$?

(发现
$()%

-

$()(

年尘肺并

发肺结核的比率最高#

)2&$(>

$%以后逐渐下降%

$(0%

-

$(0(

年最低#

$?&??>

$%之后尘肺并发肺结核的发生率又呈现上

升趋势%

/%%%

-

/%$%

年为
$(&?$>

0这可能与近年来诊断水

平提高%管理加强%漏报率降低有关0

三1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其他易感因素

#一$年龄

唐莉丽等'

$$

(发现
#

'(

岁组煤工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

比率明显低于
1%

#

1(

岁组和
)%

#

2(

岁组的煤工尘肺患者%

1%

#

1(

岁组和
)%

#

2(

岁组煤工尘肺患者肺结核并发比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表明年龄越低的煤工尘肺患者其

肺结核的并发比率越低%但年龄超过
1%

岁的煤工尘肺患者%

其肺结核的并发比率受年龄的影响较小0刘建坤等'

//

(研究

发现随年龄的增加%煤工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呈现先

高后低%随后再次升高的趋势0煤矿工人这一群体通常以年

龄小于
1%

岁的青壮年居多%此年龄段的工人基数大%且身体

素质及抵抗疾病的能力相对好一些%使得低年龄组工人患病

率低%但由于不同煤矿工人年龄构成不同%可能造成结果存

在差异0

#二$基因

周昌盛等'

'/

(发现矽肺并发肺结核患者的天然抗性相关

巨噬细胞蛋白
$

#

-7D<G78GF,#,D7-=F7,,"=#7DF!67=G"

9

A7

:

F

9

G"DF#-$

%

IMCKL$

$基因
'u_JM

位点和维生素
Y

受体

#

HYM

$基因
W"V

$

和
J7

b$

位点的多态性与矽肺患者肺结

核发病存在相关性%矽肺并发肺结核组的
IMCKL$'u_JM

中
JTJTgk

"

gg

基因型的频率1

JTJTkk

"

gg

基因型

的频率1

<?/W"V

$

和
<?/ J7

b$

基因型的频率与其他组

相比均增高0但
1J8!G@

基因
'u_JM

和
<?/

基因在矽肺

并发肺结核患者的肺结核发病中所起的真正作用及与其他

易感基因或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确定0

刘义涛等'

''

(发现
6#=G"MIC

#

6#M

$

.$??

1

6#M./(7

在尘肺并

发肺结核和单纯尘肺组患者血清中表达存在差异%在尘肺并

发肺结核时可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与单纯尘肺组比较%尘

肺并发肺结核组
6#M.$??

表达明显低于单纯尘肺组%

6#M./(7

表达明显增高0有研究对肿瘤坏死因子#

JIW

$

.

.

.'%0

1

JIW.

.

./'0

1白细胞介素#

PN

$

.$

)

.?$$

1

PN.$%.?(/

位点基因多

态性与尘肺1尘肺并发肺结核发病的遗传易感因素进行研

究%尚未发现其相关性'

'1.'?

(

0

#三$预防用药

达慧娟'

')

(研究发现对煤工尘肺患者应用异烟肼进行预

防性干预%能明显降低肺结核的发病率%异烟肼组患者并发

肺结核的比率为
?&00>

%明显低于安慰剂组的
$2&)?>

%并

且无论是
$

期预防还是
%

期预防的效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0

由此说明%异烟肼用于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的预防效果非常

明显%能明显降低肺结核的发病率0异烟肼在早晨空腹状态

下顿服%应用剂量较小%用药时间较短%产生的不良反应较

少%患者很容易接受%依从性较好%可作为临床中预防肺结核

的首选药物0

#四$结核分枝杆菌

冯福民等'

$

(对某矿区尘肺并发肺结核与单纯肺结核分

离株的基因型进行比较%结果提示煤工尘肺并发肺结核患者

中流行的结核分枝杆菌可能具有独立性0在
1/

株结核分枝

杆菌分离株中%虽然基因多态性分布未发现明显差异%但尘

肺结核分枝杆菌分离株基因型与单纯肺结核分离株却表现

为不同的成簇性特征%前者多聚集在
2

型%后者多聚集在
0

型和
3

型%意味着在同一矿区的尘肺并发肺结核与单纯肺结

核患者中存在着各自独立的结核分枝杆菌流行株0由于分

离到的尘肺并发肺结核患者结核分枝杆菌分离株偏少%可能

无法完整体现该矿区煤工尘肺结核分枝杆菌菌型的情况%也

不能充分体现尘肺结核与单纯肺结核菌型之间的差异%还需

进行更为系统的比较分析0

#五$其他

马英华'

'2

(针对山东省煤矿工人的现况调查发现%既往

结核病史1与结核病患者有密切接触史为尘肺患者并发肺结

核的危险因素%家庭收入则为保护因素%各矿区的工人间患

病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是各矿区管理体制1对尘

肺并发结核病的防治情况不同等原因导致0

综上所述%目前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比率仍较高%需

要持续关注0现已发现可能的易感因素有!尘肺期别1发病

年龄1接尘工龄1工种1接尘年代等职业易感因素及基因1预

防用药等其他易感因素0近年的相关研究%针对尘肺并发结

核病诊断1治疗较多%而针对患病原因和如何预防控制的较

少0现有的一些零星研究设计不全面%如仅仅对一个煤矿的

工人进行研究%代表性不强3每项研究中进行研究的易感因

素个数1种类不同%都不够全面3一些易感因素的作用在已有

研究中存在分歧%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0建议针对接尘工人

和尘肺患者加强肺结核预防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组织尘肺患者和接尘职工定期体检%及时发现

尘肺及其并发肺结核的患者'

$'

(

%特别是具有易感因素的人

群#尘肺期别高1接尘工龄长1接尘年代早1掘进工等$%应作

为预防重点特别关注%以达到降低尘肺患者并发肺结核的发

生率%有效控制尘肺并发结核病的目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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