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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交流
。

乡镇企业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初探

张伟晶
`

张伟辉
,

吴树岭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乡镇企业正在迅速

的发展起来
。

但由于现行管理工作的不 够 完 善
,

因

此
,

目前乡镇企业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着

一些皿待解决的问题
。

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

业的国营企业
;
约有 3 / 4的乡镇企业作业工 人 暴露于

9 0分贝 以上的噪声环境中
。

1 乡镇企业劳动卫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

1 动劳卫生管理体制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 需 要

县级卫生防疫站一般只在卫生科内设一个人兼管乡镇

企业劳动卫生工作
,

人员素质较低
,

难以对乡镇企业实

施有效的劳动卫生监督
。

劳卫监督工作人员待遇较低
,

影响了劳动卫生监督队伍的稳定
。

劳卫监督工作是一

项综合治理工作
,

然而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各个部

门的协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经济合作关系
,

协调

难度加大
。

目前
,

90 % 以上乡镇企业建设项目的审批不

经卫生监督部门审核
、

验收
,

劳动卫生监督失控
。

1
.

2 企业管理人员对乡镇企业产生的职业危害 认 识

不足 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多数是刚刚脱离农业生产的

农民
,

管理水平
、

卫生知识较低
,

不懂得职业危害所造

成的严重后果
。

加之个别企业领导者只想赚钱
,

对职业

危害重视不够
,

使得乡镇企业职业危害日益严重
。
196

户乡镇企业劳动卫生调查结果
,

达标率仅为 1 1
.

2%
。

1
.

3 乡镇企业建设不执行
“

三同时
”

的规定
,

三废污

染严重 据调查
,

70 % 以上作业场所空气中毒物浓度

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

铅
、

苯
、

汞
、

铬的急
、

慢性中

毒为 5
.

“ % , 毒物吸收检出率为 9
.

5%
,

明显 高于同行

2 拐离认识
,

加强领导
,

搞好乡镇企业劳动卫生监普

工作

2
.

1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与劳卫职防监督的 关 系 劳

卫职防监督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
,

是保障经

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
,

即保护生产力中最活跃
、

最重

要的因素— 劳动力
。

劳动力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

全与健康
,

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
。

2
.

2 加强领导
、

强化劳动卫生监督工作 劳动卫生监

督工作是政府实施卫生监督行政工作的一项 重 要 任

务
,

政府必须加强领导
,

纳入重要工作 日程
。

卫生部

门应主动取得主管部门支持和其它部门配合
。

目前乡镇企业劳动卫生与职业危害涉及的问题较

复杂
,

单靠组织措施或技术措施难以奏效
,

必须加强

法制建设
。

在国家尚未有统一法规细则情况下
,

应结

合本地情况
,

制定有关监督管理办法
,

实行依法治理
.

卫生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多种形式
,

分层

次开展劳动卫生的专业培训和宣传工作
,

使广大乡镇

企业的职工和管理人员了解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知

识
,

自觉地采取防护措施
。

1
.

哈尔滨市卫生局 ( 15 0 0 1 )Q 2
.

哈 尔滨市东安机 械

厂 卫生科 3
.

哈尔滨 市职业病防治院

炼油业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分析及对策
北京燕山石化公司职业病防治所 ( 1 0 2 5 0 0) 周学勤

急性H : S 中毒事故在炼油业频频发生
。

本文现对

4 0余年炼油业发生的急性H Z S中毒事故作简要分析
。

26 起急性 H
: S中毒
,

中毒人数89 人
,

其中死亡 3 4人

(男性占9 4
.

1 2 %
,

女性占5
.

8 8%
;
民工 占1 7

.

6 5% )
。

1 资料来源

本资料源于 1 9 5 0年以来炼油业事故汇编以及 1 9 9 2

年我们对部分石油化工企业的工业卫生隐患 调 查 结

果
。

文中选取 1 9 5。年至 19 9 2年 6 月发生的资料完整的

2 6起急性H : S中毒事故作为分析材料
。

2 发病情况

3 事故原因

3
.

1 26 起事故涉及的设备
、

方式 H : S 中毒事故发生

的主要装置和中毒方式见表 1
。

3
.

2 事故发生的人机因素 多数严重事故归因 于 人

的失误
,

表 2 显示 26 起急性 H Z S 中毒事故人的失误

占65
.

9 1%
。

这些事故很 多是在非正常操作下发生的

(开工
、

停工
、

不停工维修或检修
、

清理
、

非正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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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6起急性H :S中毒事故涉及的设备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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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起急性H :S中毒事故原因

设备 (方 式 )起数 原 因 次数
*

脱
、

制硫装置
(脱水

、

取样
、

回 收 )

“
三 废

分

处理 装置
(排放

、

回 收 )

油罐 (检尺
、

取样 )

管线
、

阀门等 (跑
、

漏 )

污油池 (清理 )

催化装置 (回 收 )

精 馏 (说水 )

烷基笨 (清理 )

加氢 (掏 油 )

6 2
,

导2 防护
、

保险
、

联锁
、
信 号等

缺少 或缺陷

设 备
、

设施
、

工具附件有缺陷

生产 (施工 ) 场地环境 不良

技术或设计上有缺陷

培训
、

教育 不够
,

未堵训
、

教育
,

不懂 安全操作知识

劳动组织不合理

对现场工作块乏检 查或指导错误

没有安全操作规 程或不健 全

没有或不认真实施事故防范措施

对事故隐患整改不力

违反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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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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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10 0
.

0 0 1 8
.

1 8

放等少
。

除人的失误以外
,

还有
“
物

”
的直接原因 (占

3 4
.

09 %
.

其中环境因素占6
.

82 % ) — 机械或物质环

境的不 安全状态方面原因
。

计 通左 1 0 0
.

约O

4 跪议与对策

4
.

1 强化职业安全卫生管理
,

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

安全管理非一部门职责
,

工会
、

技术
、

设备
、

卫生等部

门应积极参与
,

明确分工
,

健全制度并定期检查落实
。

4
.

2 加强设备管理
,

开展职业卫生隐患的评估 及时

做好管道
、

阀门等检修和维修
,

加强设备 自身防护
。

积

巾 对每起事故进行原 因分类

极做好中毒事故隐患的治理
,

检尺
、

采样
、

脱水等操

作应自动化
、

仪表化
、

密闭化
,

实行电脑监控

4
.

3 加强现场监测 除在工人经常操作的地方 设 监

测点外
,

对于易发生H ZS 中毒的排放点附近也应 设监

测 点
。

4
.

4 加强现场抢救 根据工厂
、

车间的特点制定可行

性救援方案
,

并对防护用具定期检查和 更新
。

(本文得 到张绍军所长摺导
,

致谢 I )

应用圆形分布法探讨农药中毒的发病规律

长沙市劳动卫生 职业病防 治所 ( 4 1 0。。 5 ) 廖一 民

我们收集某地区一年内农药中毒报告资料 64 6份
,

农药中毒者中
,

男性 235 例
,

女性4 n 例
。

生产性中毒

28 例
,

非生产性中毒6 18 例
。

生产性中毒以男性 占绝

大多数
,

男女之 比为 1 : 1
.

9
。

中毒者中年龄最 大 为7 4

岁
,

最小为 5 岁
。

中毒死亡 16 2人
,

均为非生 产 性中

毒
,

死亡 率为 25
.

1%
。

农药中毒患者死亡率 以
“

30 岁~
”

年龄组最高
,

该人群为农村主要劳动力
,

施 药 机 会

多
,

同时又处在处理婚姻问题
、

组建家庭
、

操劳家务

的阶段
,

往往因家庭纠纷
、

夫妻不和或经济间题等原

因而 自寻短见者较多所致
。

为了掌握农药中毒时间规律
,

为农药中毒防治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应用圆形分布法计算平均角度

a 和角标准差 S
,

通过三角函数代换原理
,

估计农

药中毒的高峰期
,

并分析了季 竹性升高的原因
。

计算

结果表明农药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在 6 月 了日

一 10 月 21 日高峰期内中毒者为 4 7 3 例
,

占 全 部 病 例

了3
.

2 2 %
,

并有向 8 月 1凌日集中的趋势
,

其发病 高 峰

期与流行病学所描述的季节性分布相符合
。

发病季节正值农作物生产旺季
,

病虫害 严 重 时

节
,

农村普遍大量使用农药
,

取用方便
,

加 之南方天

气炎热
,

蒸发加速
,

劳动者皮肤裸露
,

更加速了农药

的吸收速度
,

因此在中毒季节前
,

应加 强农药防治的

宣传教育和农药保管使用工作及法制观念的教育 同

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要大力推广用高效低毒农药

代替剧毒农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