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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釉面砖粉尘危害调查分析

金华县卫生防疫站 ( 32 1。。 0) 宋森炎 郑寿责 王巧玉 蔡祖华 宋卫平

我们于 19忍6~ 19 8 9年对我县某乡镇有代表性的釉

面砖厂进行了劳动卫生和职业危害情况调查
,

现报告

如下
:

一
、

情况概述

该厂始建于 19 85年
,

是半机械化加手工操作的乡

镇企业
,

主要生产 白色釉面砖
,

年产量 10 0 0万块
。

全厂

有职工 281 名
,

其中直接接触粉尘的工人有 1 4 5名
,

占

5 1
。

6%
。

生产原料主要有石灰石
、

白泥 (粘土 )
、

腊石
、

石英
、

高英砂等
,

大多数来自浙江长兴
、

瑞安等地
。

制作 l 万块釉面砖需要用原料 2
.

5吨
。

其生产工 艺 流

程是
:
原料破碎 ` 水碾` 球磨 ` 过筛` 除铁` 脱水`

打粉 (干碾 ) ` 压坯 (成型 ) ` 素烧` 喷釉` 烧成 ,

出窑` 检验 , 包装
。

工人以接触混合性粉尘为主
,

每天接尘 6 ~ 8 小

时
,

年工作日 274 天
。

车间采用自然通风
,

各工 序 岗

位均无除尘设施
。

厂方虽按月发放纱布口 翠
、

风帽
、

手套
、

围裙等劳保用品
,

但工人不经常佩戴
。

198 6年开始建立劳动卫生档案
,

以后每年监测粉

尘一次
,

资料较完整
。

二
、

润查结果

各作业点粉尘浓度见表 1
、
2

`

衰 1 19 86~ 19 89年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年度 样品数
粉 尘 浓 度 ( m到m争)

最低值 最 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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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不同作业工种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作业地点 样品数 粉 尘 浓

最低值 最 高值

度 ( rn g /详 , )

G 士 S G

原料破碎 8 0
.

4 0 1
.

2 8 0
.

8 5 士 0
.

2 8

砚 磨 7 1 0 4
.

6 1 5 6 9
.

5 1 2 4 5
.

23 士 2 17
.

4 1

筛 砂 6 2 5
.

0 0 3 6 8
.

9 0 12 9
.

2 5 士 1 6 5
.

6 3

=F 石 擂 6 13 6
.

1 1 3 5 7
.

1 0 22峨
.

4 5 士 7 3
.

3 9

装 片 8 1 5
.

2 0 5 3
.

1 4 2 7
.

5 8士 1 1
.

1 3

刷 片 6 3
.

8 9 3 3
.

3 8 1 9
.

4 3 士 12
.

2 8

压机送料 7 6
.

9 6 1 8
.

5 3 1 1
.

0 6士 3
.

7 7

划 坯 6 1
.

1 0 3
.

6 5 2
.

5 0士 0
.

9 1

压 坯 6 2
.

4 5 8 3
.

C0 3连
.

7 7 士 3 3
.

0 4

素 检 8 2
.

4 7 1 0 6
.

0 5 2 4
.

7 0 士 3 4
.

3 6

施 抽 1 0 2
.

7 0 4 8
.

6 3 1 8
.

4 9 土 1 4
.

8 8

出 窗 8 3
.

4 6 1 8 5
.

2 0 3 8
.

8 1 士 6 1
.

9 6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以长兴石灰 石 为 最 高

6 1
。
2%

,

最低为 1 5
。
3 %

,

平均为 2 7
。
8 2%

。

粉尘 分 散

度 6 4
。
8 6% 在 5 “ 以下

。

14 5名接尘工人
,

体检及摄胸片 139 名
,

受 检 率

95
.

86 %
。

经金华市尘肺诊断组会诊
,

目前尚未检出尘

肺患者
,

但检出观察对象 (O
干

) 4例
,

检出率为 2
。

87 %
。

三
、

讨论与建议

调查结果表明
,

该厂作业点合格率和样品合格率

均较低
,

分别为 8
.

32 %和 9
。

01 %
。

粉尘浓度历年波动

于 0
。

40~ 56 9
.

5 1m g /m 3 间
,

四年总平均值为 97
.

d `

m g /m ’ ,

其中碾砂岗位粉尘浓度最高
,

超过国家卫生

标准 28 3倍
,

其原因为敞开式干法碾磨
。

而原料破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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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用湿式作业
,

粉尘浓度均在国家卫生标准范围之

内
。

再一次证明湿式作业具有良好的防尘效果
,

由于

简便 经济易行
,

在乡镇企业防尘工作中
,

应作为首

选措施
。

检者 1 3 9名作业工人
,

发现观察对象 4例
,

目前尚

未发现尘肺确诊患者
。

主要由于该厂建厂时间短
,

作

业工人工龄不长
,

加之绝大多数工人来自于 乡 镇 农

村
,

流动性大
,

呈间歇性做工
,

所以在尘肺发病 七
,

问题还不是很明显
。

但从调查中看到
,

该 厂 设 备 简

范
,

生产方式落后
,

工人劳动强度大
,

企业领导及工

人文化素质低
,

对粉尘的危害性及可防性认识不足
,

甚至毫无所知
,

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含矽粉尘生产环

.

12 3 .

境中
,

显然存在着潜在性的危害
。

建议主管部门切实加强对乡镇企业的 领 导 与 管

理
,

落实防尘措施
,

改善劳动条件
,

使生产环境粉尘

浓度降至国家标准以下
。

对已发现的观察对象应妥善

处理
,

并作动态观察
。

卫生
、

劳动
、

工会
、

环保等有

关部门也应加强乡镇企业的劳动卫生服务和监督管理

工作
。

(参加本项工作的有李美华
,

祝维松同志
。

浙江省

卫生学校实习生参加部分数据统计
。

本文承蒙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

程研究所邵强研究员
、

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

究所黄德明副所长审阅
,

谨此致谢
。

)

马丁砂M D C
一

1 09 对工人产生的毒性反应

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职业病科 ( 161 0 42) 李秋云 王维亚

高强度马丁砂M D C
一

109 为高强度镁砂化学陶瓷

结合的耐火材料
,

被称为万能补炉料
。

迄今
,

有关马

丁砂M D C
一 1” 对工人的不良影响尚乏报道

。

19 8 9年12 月初
,

某厂炼钢车间两次使 用 马丁 砂

M介斗 10 9 (共 3
.

5吨 ) 补炉
,

在倒装加水搅拌过 程

中
,

工人不戴面罩操作
,

每工作 1 小时人 员 替 换 一

次
,

共工作一天
。

大部分工人于次 日出现轻重不一的

不良反应
,

其中一人于当晚以头痛
、

头晕
、

咽下咽痛

和鼻妞等症状急诊就医
。

为查找原因
,

对现场人群中

的 12 例进行了体格检查
,

并对工人作业现场环境粉尘

浓度进行测定
。

粉尘浓度平均为28 ~ 57 m g / m
, ,

游离

二氛化硅含量在 10 % 以下
。

所有受检者均有胸闷
、

咽干
、

鼻妞
。

体检发现咽

充血
、

鼻腔充血
、

出血 12 例 ( 1 0 0% ) , 宾性心 动 过缓

3例 ( 25 % ) , 血白细胞偏高 1 例 (8
.

3% )
。

经局部对

症治疗 3 ~ 5 天
,

症状消失
。

马丁砂M D C
一
10 9含 侧唱0 95 %

、

C aO 2
.

5%
、

Cr
: 0 5 0

.

9%
、

5 10 : 0
.

7%
,

L o l 0
.

5%
,

及 F e z o s

O
。

3%
。

据报道人吸入 M g O烟尘浓度在 4~ 6m g /m ,

12分钟可发生金属铸造热
,

本文 12 例中无一例出现发

热
,

可能系 M g O
_

粉尘浓度较低之故
。

推测某厂炼翎

车间在M D C一 109 倒装加水搅拌过程中
,

工人产生的

鼻咽等刺激症状与 M g O
、

C r Z O 3 、

C a O 等粉尘有关
。

建议应改善劳动环境
,

加强个人防护
。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
一

亡 3 例浅析

句容县化肥厂卫生所 ( 2 12 4 06) 经仁江

我厂自1 9 7 9年以来先后因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3 例
,

均为男性
,

年龄 27 一 39 岁
。

1 例系造气车间操

作工
,

于关闭因开得过大而致半水煤气泄漏的气柜进

口根部水封阀门 (在一间小房子内
,

后来此房拆除 )

时中毒
,

其时现场 C O浓度为 5 6 0 om g/ m , 。
2 例系原

料车间石灰窑工人
,

于不知引风机已停开的情况下入

窑加料和察看
,

先后发生中毒 (引风机关停后
,

另一

石灰窑产生的 C O
、

C O Z和碳化罐中残留的C O
、

C O Z顺

管道逆流至该窑 )
,

其时现场C O 浓度为 3 75 om g / m 3 。

3 例患者均昏迷在现场
,

分别于 4
。

5
、

1
。

5
、

1 小时后

被救出
。

测定血中Hb C O 含量 75 ~ 90 %
。

诊断为急性

重度 C O 中毒
,

抢救无效死亡
。

这两起急性 C O 中毒死亡事故给了我们沉痛 的教

训
:

①安全来自警惕
、

事故出于麻痹
。

部分职工认为

水封阀门开关 10 多年
、

石灰窑加料进出20 余年从未出

事
,

于是产生了麻痹思想
,

这两处成 了安全生产的薄

弱环节 , ②加强安全生产教育
,

健全操作规章制度
,

措施必须落实
。

1 例开关水封阀门时无人监护
,
值班

干部又未能加强巡 回检查
,

致使中毒 4 个多小时后方

被发现
, 已经死亡

。

有关岗位关停引风机未通知石灰

窑
,

使石灰窑工人毫无思想准备
,
下窑前未测定窑内

有害气体浓度
,

而后又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