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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8年间
,

沈阳市尘肺病累积发生 2 0 6 5例
,

其中 I 期

15 15例
,

I 期 3 16例
,

I 期 2 34例
。

其分布情况是 ( 1 )

从工业系统分布来看
,

机械制造行业居首位 ( s n 例 ) ,

其次是建材 ( 4 84 例 )
,

轻工 ( 3 2 1例 )等行业 , ( 2 )

从尘肺病种分布上看
,

铸工 尘 肺 最 多 ( 7 1 7 例 ) 占

3 4
.

7%
,

其次是陶工尘肺 ( 4 10例 ) 占 1 9
.

9%
,

矽肺

( 3 40例 ) 占1 6
.

5%
,

石棉肺 ( 2 4 9例 ) 占1 2
.

1%
,

其

余是其他尘肺
、

电焊工尘肺
、

铝尘肺
。

这都与沈阳是

一个以机械制造业为主
,

建材企业也较多的工业城市

有关
。

这也与机械制造行业中铸造工的操作接触含游

离 5 10 2 粉尘浓度高
,

劳动强度大有直接关系
。

( 3 )

从年代分布上看
,

19 50~ 1 95 5 年尘肺发病最多 ( 90 5

例 ) 占4 3
.

8%
,

则和我市企业多是
“
日伪

”

时期建立

的
,

设备陈旧
,

工艺落后
,

粉尘浓度高
,

作业条件恶

劣
,

而建国初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关
。

3
.

2 从死因构成上看
,

1 95 0~ 1 9 88 年 底全 市 尘肺

病人共死亡 5 15 例
,

其中死于呼吸系统 疾病 2的 例
,

占全死因的 5 6
.

3% , 死亡于肺结核的13 5例
,

占全死

因的 2 6
.

2%
,

居第一位
,

表明肺结核是尘肺病人致死

的主要原因
。

提示我们积极预防和治疗肺结核
,

对于

延长尘肺病人的寿命是至关重要的
。

此外
,

死于肿瘤

的 82 例
,

占全死因的 15
.

9% (肺庙 42 例占全死因的

8
.

2% )
,

这与我市存在石棉作业
,

石棉肺病人 较 多

有关
。

近年来
,

尘肺与肺癌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我

们的重视
,

很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
。

3
.

3 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
,

我市防尘 工 作 的 效

果
,

我们的调查中
,

94
.

2% 的尘肺病人是解放前和建

国初期50 年代的接尘工人
。

这是因为建国后
,

大力开

展综合性防尘工作
,

如在机械制造行业推广 湿 式 作

业
,

密闭一通风除尘
,

无矽铸造
,

水爆清砂等防尘措

施
,

全市粉尘作业环境中粉尘浓度逐渐下降
,

接尘
一

皿

人尘肺病发病从60 年代开始明显减少
,

1 975年以后 接

尘工人中仅发生 1 例尘肺病人
,

这是我市防尘工作取

得明显效果的体现
。

此外
,

尘肺晋期率的下降
,

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市防尘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

可 怂
,

仍需注意到
,

我市仍有不少作业点粉尘浓度超过网家

卫生标准
,

接尘工人中也还有尘肺新病例发生
,

说明

在我市仍存在粉尘危害和发生尘肺病的可能性
,

继续

加强防尘工作势在必行
。

(本调查承蒙 }奎型垫}
、

寇庆瑞 主任 医师和马德春副主任

医师的指导
,

在此一并感谢
。

》

氧化铝生产高温作业分级调查

山东铝厂卫生处职防所 ( 25 505 2) 褚连富 赵福洪

为摸清烧结法氧化铝生产的高温危害程度
,

进一

步为建立健全劳保措施和对高温岗位的治理改造提供

依据
,

我们对某大型铝厂氧化铝主要生产系统进行了

调查
,

其结果报告如下
。

1 调查方法

按国家 《高温作业分级 》 标准 (G B 4 2。。一 8 4) 的

实施方法
,

采用 D H M
: 型通风温湿度计 (天津气象

海洋仪表厂生产 )
,

在 7
、

8两个月份的高温季节
,

对该

厂氧化铝主要生产系统的 43 个工种岗位进行了调查测

定
。

调查指标包括
:
各工种岗位的室 内

、

外气温及温

差
,

相对湿度 (百分含量 )
、

劳动时间率和高温作业

分级级别
。

其中劳动时间率是通过对每个工种岗位随

机选择 1 一 4 人进行工作 日写实
,

连续跟 踪 写 实 3

天
,

取其均值计算得出
。

为便于统计和减少重复
,

将

不同生产工序的相同或类似工种经调查测定后
,

在各

统计指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加以合并
,

取其均值作为

一个工种列出
。

各生产工序的工种分布为
: ( 1 ) 原

料系统
:

有化灰机
、

司炉
、

原料转盘
、

原料磨
、

缓冲

槽
、

料浆槽 6 个工种
。

( 2 ) 烧结系统
:

有看火 获
、

托轮工
、

冷却机
、

裙式机
、

中碎机
、

排 风 机
、

喷 枪

工
、

电收尘
、

螺旋工 9 个工种
。

( 3 ) 溶出系统
:

有

一 段磨
、

二段磨
、

调整槽
、

混合槽
、

粗液槽
、

分离洗

涤
、

底流泵
、

过滤机
、

真空泵 9 个工种
。

( 4 ) 脱矽

精制系统
:

有石灰乳槽
、

原液槽
、

叶滤机
、

袋滤机
、

脱矽机 5 个工种
。

( 5 ) 分解系统
:
有分解槽

、

沉降

槽
、

吊车皮带
、

出料泵
、

91 米氢铝皮带 5 个工种
。

( 6 )

焙烧系统
:
有窑前工

、

油泵工
、

饲料机
、

吹灰机
,

包

装机 5 个工种
。

( 7 )煤粉系统
:

有煤转盘
,

煤粉磨
、

嫩烧炉
、

煤刮板 4 个工种
。

2 润查结果

经过对氧化铝生产的 7 个主要生产工序 43 个工种

岗位的调查
,

结果有37 个工种属高温作业
,

非高温作

业工种 6 个
。

经统计高温作业工种的级别分布为
:

I

级 峨个
,

占调查总数的 1 0
.

8 1%
,

劳动时问率平均值



0 5

为 4 4
.

7 2%
,

室内外温笙平均值为 2
.

护 O
,

相对湿度平

均位为 4 9
.

5 %
。

I 级 13 个
,

占调查总数的 35
.

工或%
,

劳动时间率平均值为 通6
.

72 %
,

室内外温差平均值为

3
.

o7 C
,

相对湿度平均值为 5 4
.

0%
。

l 级 12 个
,

占调

查总数的32
.

43%
,

劳动时间率平均值为 5 0
.

1 8%
,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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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温差平均值为 5
.

sa c
,

相对湿度平均值为 50
.

3%
,

W级 8 个
,

占调查总数的 21
.

6 2%
,

劳功时间率平均

值为51
.

94 %
,

室 内外温差平均值为 7
.

6
“
c

,

相对湿度

平均值为 4 4
.

4%
。

各生产工序工种的测定和统计分级

结果见附表
。

汉化铝主要生产工序高温作业分级调卉竹果

产工序 工种数
平均温

r

变
。

C

宝 内 室外

CU八08La,目
J任原料

烧全占

溶出

玲
.

李丁Lj

弓全解

火r烧

煤粉

合计

3 3
.

8 3 0
.

2

3 6
.

9 3 1
.

1

3 6
.

9 3卫
.

5

4 0
.

6 3 3
.

G

3 6
.

4 3 1
.

7

3 5
.

8 3 1
.

1

3 5
.

里

3 6
.

6

3了
.

3

3 ,
.

7

高滋作业 级别数
平均 沮差

。

C 相对湿度均位% 劳动时间率均值%

—
I 药 I W

3
.

6 5 7
.

8 4 8
.

8 9 1 3 2 0

5
.

8 4 7
.

2 4 6
.

2 4 ] 1 3 3

4
.

4 4 9
.

9 通7
.

9 1 0 5 2 1

7
.

0 4 3
.

3 5 5
.

18 0 0 2 3

4
.

7 〔 7
.

6 5认 5 9 0 1 2 0

4
.

7 5 4
.

3 心8
.

8 0 0 3 0 1

3
.

8 3 3
.

0 4 3
.

7 8 2 0 1 0

4
.

9 〔忍
.

2 心8
.

丁5 4 13 ] 2 8

:37

3 结语

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该厂氧化铝主要生产

工序的高温危害比较严重
。

在总共调查的 43 个工种

中
,

高温作业工种达 37 个
,

其中 l ~ W级的高温作业

工种 20 个
,

占高温作业 总数的 54
.

05 %
。

而烧结
、

溶

出
、

精制和分解四道工序的高温危害尤为突出
.

其室内

平均气温均在36
“
C 以

_

l二
,

且溶出的真空泵
、

精制的原

液槽
、

脱矽机和袋滤机 4 个工种的岗位温度高达叹。
”
c

以上
,

严重影响生产工 人的身体健康
,

因此有必妥尽

快进行对该厂氧化铝生产设备的改造 和高温危害的治

理
,

以保护工人的让康
。

某金矿粉尘作业工人矽肺发病情况调查与分析

山东省招远金 矿卫生防疫站 (2 6 5峨19 ) 傅建华 张 日光 孙利国

1 资料与方法

1
.

1 粉尘浓度米自某矿安环 处和防疫站历年现 场 监

测记录
,

测定方法采 用滤膜重量法
。

1
.

2 接尘职工数来 〔1历年粉尘作业工人健 康 档案记

录
,

J冬计 2 7 0 4人
。

1
.

3 矽肺病例为某全矿历年累计矽肺发病 人 数
,

共

洲 9例 (包括死亡病例 )
。

2 结果

2门 粉尘浓度 某金 矿是 ,1 962 年 了月工日 l加当地几个

小型 金矿合并组成
。

当时生产方式落 后
,

ir) 尘 措 施

儿乎 没有
,

平均粉尘浓度高达 1 9 o
.

7m g /m
, 。

从 1 9 6 5

年开始加强了通风防尘 借施
,

粉尘浓度逐年下降
。

到

1 9 7 8年以后平均粉尘浓度已达到国龙艺标 准 以 下
。

粉

尘合格率逐年上升
,

到 1 9 90 年粉尘 合格率 已 达 到

8 9
.

1 7旦石 (见表 1 )
。

2
。

2 不同工种矽肺发病情况 50 9例矽肺病例在工种

分布上以凿岩工发病最高
,

为277 例
。

搬运工次之
,

为 12 5例
。

其它工种发病率较低
。

1 9 8 3 年以后我矿矽

肺病的发病虽明显下降
,

但在工种 分布土仍 可看 出是

以凿岩工和搬运工为主 (见表 2 )
。

2
.

3 矽肺发病工龄与发病年龄 矽肺病的发病 工 龄

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逐渐延长趋势
。

发 病 年 龄也随之

增大
。

矽肺平均发病工龄从 1 9 6 6一 1 9 6 7年的 1 6
.

3 1年

延长到 1 9 8 6~ 1 9 8 7年的 2 1
.

0 2年
。

发病年龄从 1 9 6 6 ~

1 96 7年的 4 5
。

8 8岁延长到了 1 9 8 6~ 1 9 8 7 年的 5搜
.

8 0岁

(见表 3 )
。

2
.

4 从表 4 可以看出
,

各期矽肺的晋期年限随着年代

的增长而明显延长
。

2
.

5 矽肺病合并肺结核情况 在 全 部 5 09 例 矽 肺

病例中
,

合并肺结核者7 0例
,

肺结核合并率为 1 3
.

% %
,

合并肺结核者死亡 36 例
,

明显高于未死亡病例合并肺

结核者 ( P < 0
.

0 1 ) (见表 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