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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来源
1.来源：本项目是经清远市科学技术局批准立项的2019年度清远市社会发展领域自筹经费科技计划项目（清科〔2019〕24号）之一，项目编号：2019B079。
2.背景：2014年—2018年全市新增尘肺病占总病例的57.14%，呈逐年上升趋势，职业性尘肺病防治压力陡增。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批示以及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十部门于2019年7月下发《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目的是摸清职业性尘肺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到2020年
使尘肺病患者的工伤保险保障和救治救助水平明显提高。为企业尘肺病的综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尘肺病防治管理对策提供科学参考。
二、应用领域和技术原理
1.应用领域：主要应用于职业性尘肺病的防治。
2.技术原理：以自建国以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确诊的466例尘肺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职业性尘肺病的随访和回顾性调查工作。
三、性能指标
1.自新中国成立后至2018年底，共新发尘肺病466例，其中死亡325例，死亡率69.74%；存活114例，现患率24.46%；失访27例，失访率5.79%。
2.1949～1986年共新发尘肺病321例，平均9.14例/年；1987～2005年共新发尘肺病64例，平均3.37例/年，发病率有所下降；2006～2018年共新发尘肺病73例，平均5.62例/年。
3.地区、性病、年龄分布 466例尘肺病主要集中在英德市（332例，71.24%）、清城区（74例，15.88%）、连州市（38例，8.15%）、连南县（12例，2.58%）四个市、区的用人单位中，占全市总病例的97.85%。 男性病例报告411例（88.20%），女性病例7例（1.50%），
性别不详48例（10.30%）。40～89岁有373例（80.05%），50～59岁及70～79岁各为80例，各占总病例的17.17%。
4.尘肺病病种分类及诊断分期 病种以矽肺最多（398例，85.41%）；煤工尘肺次之（38例，8.15%）；其他尘肺20例（4.29%）。壹期尘肺者200例（42.92%），贰期尘肺185例（39.69%），叁期尘肺81例（17.38%），壹期晋级贰期87例，壹期晋级叁期10例，贰期晋级叁期
16例。
5.保障情况 现患病人享受工伤保险保障79人次（69.29%），享受用人单位赔付的51人次（44.74%），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52人次（45.61%），享受大病保险的9人次（7.89%），享受其他待遇的5人次（4.39%）
6.完成了全市尘肺病患者基础资料数据库。
    四、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
在国内，尘肺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多数研究聚焦于特定地区、特定行业或特定时间段的尘肺病发病情况。但针对清远市长时间跨度的系统性、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尚属空白。特别是像清远市这样陶瓷行业发达、尘肺病高发地区，缺乏全面、深入的尘肺
病流行病学数据，无法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的防治依据。
国内：长沙市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廖雍玲等探究湖南省自检、直管75家厂矿企业尘肺发病状况。结果显示：粉尘危害状况不容忽视，应引起各级领导部门、厂矿企业、职防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加大劳卫监督执法力度，采取综合措施，防尘降尘，减少尘肺病的发生。
本项目拟对1949年-2018年清远市尘肺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选取包括全市各县(市、区)全民及集体所有制企业患者，自建国以来至2018年底已确诊为尘肺病的全部病例。国内、广东省、清远市未见1949年-2018年清远市尘肺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相关报道。
五、成果的创造性、先进性：
1.研究视角的创新 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主要聚焦于三间分布，而本研究在分析疾病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制度建设与职业病病人调查之间的关联，突破了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拓宽了调查研究的维度。
2.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本项研究旨在调查自建国以来全市职业病患者的基线资料，面临时间跨度大、患者档案历经多个单位流转、资料保存困难等诸多挑战，加之回顾性调查中患者依从性低、失访率高等问题。
3.建立了清远市自建国以来新发职业病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第一手资料，构建了本市尘肺病防治相关资料的大数据库，填补了职业病防治基础资料的空白。
六、作用意义
该项目为基础性研究，其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1.本项目属于基础性研究，具有公众性、公用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性质。在工作中发现，2014年至2018年间全市新增尘肺病病例占总数的57.14%，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职业性尘肺病防治压力显著增加。因此，通过本研究调查，为接尘行业提出系统性粉尘控制对策刻不容
缓。深入了解影响粉尘作业工人健康状况的危险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为政府执法监管和企业工艺革新提供科学参考。
2.针对职业性尘肺病患者临床救治康复欠科学，工伤保险待遇落实困难等问题。我们采用全市职业性尘肺病现患病人普查的方法，了解我市尘肺病患病现状及其分布、疾病发生发展规律，预测职业性尘肺病的发展趋势，摸清职业性尘肺病患者的健康状况，为今后尘肺病患者的
工伤保险保障和救治救助水平明显提高。为企业尘肺病的综合治理、政府职业病防治监管部门制订尘肺病防治管理对策提供参考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