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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乡镇工业企业职业危害调查典型案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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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2年河北省对 50 人 以上有职业危害的乡镇 毛业

企业进行了个案调查
。

主要 目的是通过各类典型案例

的分析
,

了解并掌握乡镇工业企业职业危 害 的严 重

性
、

特殊性 以及可治性
,

为职业卫生管理和制订有关

祛规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对象

根据调查方案的要求
: ( 1 )职业危害严重并由此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及社会影响的工业企 业
,

主 要 表

现
:

曾发生急性中毒事故的
,

有害物质浓 度 长 期 超

标
、

潜在危害程度高
、

职业病发生率高的 , ( 2 )职业

卫生管理好的企业
,

主要表现
:
对行业职业危害治理

有指导意义的
,

肯于投资重视职业危害治理的
。

调查

本省 18 个地市的乡镇工业企业
,

时间范围以近 5 年的

为主
。

1
.

2 调查方法

以历年掌握的劳动卫生监测
、

体检为基础资料
。

资料收集依据以往的记录
,

通过询问
、

回忆
、

追访等

途径加以补充核实
。

如缺少近期监测
、

监护资料
,

要

进行现场检测和体检
。

结束后
,

每个地市选择不 同类

型有典型意 义的个案 5 例
,

寄省职调办
,

本次调查共

收 9 3个案例
。

2 结果与分析

93 个案例按急性中毒
、

慢性中毒与职 业 性 格 鼻

病
、

粉尘与尘肺
、

尘毒治理 4 部分进行分类汇总
。

2
.

1 急性中毒

由表 1 可见
,

急性中毒事故的后果是严重的
。

事

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
企业领导对安全生产和卫生不

重视
,

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
,

没有严格的卫生管理制

度
。

例如
,

肥乡县某造纸厂清理储浆池时
,

没有 意识

到会产生硫化氢
,

当下到池中琉通堵塞的管道时
,

造

成 1 人中毒昏倒池中
,

接着陆续下去抢救的 6 人都中

毒
,

其中死亡 4 人
.

类似案例有 3个
,

共中毒 16 人
,

死亡 9 人
。

裹 1 急性中毒个案调查情况

危害因素 案例数 行业
急性中毒

人 数 死亡人致

硫化氢

氛 化物

四 乙基铅

乙醚

丙酮

一氧化碳

农药

造纸

金采

化工

化工

化工

煤采

化工

16

1 6

5

合计 6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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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慢性职业中毒及铬鼻病

由表 2 可见
,

所涉及的几个因素的慢性危害都相

当严重
。

例如
,

沧州市某冶炼厂熔铅过程中无防护和

排毒设施
,

铅烟浓度超标几十倍
,

体检异常检出率为

7 7
.

0 5 %
。

保定市某运动鞋厂
,

为达到车间保暖目的
,

门窗紧闭
,

使用的粘合剂含苯
,

致使空气中苯的浓度

严重超标
,

经查体
,

该车间作业的 28 名工人
,

竟有 12

人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

不久有 2 人死亡
,

12 人

中工龄最长的 1 年零 2 个月
,

工龄最短的仅 4 个月
。

南皮县某仪表厂
,

空气中汞的浓度超标 25 倍
,

体检异

常检出率为邪 %
,

三河县某电镀厂
,

空气中铬的浓度

超标 19 倍
,

铬鼻病检出率为 36 %
。

表 2 慢性中毒及铬鼻病个案调 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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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粉尘与尘肺

由表 3 可见
,

粉尘作业
二

L要分布在建材
、

冶金
、

煤采
、

机械行业
,

其中危害最 严重 的是矽尘
。

由于尘

肺发病缓慢
,

工 人流动又较频繁
,

因此
,

尽管粉尘浓

度较 高
.

但尘肺病人却发现较少
。

但个别人员相对稳

定 的企 业
,

尘肺病 的累计患 病率也是相当高的
。

如获

鹿县某石英厂
,

职工 2 00 人
,

生产方式落后
,

粉尘污

染严重
,

经检测矽尘浓度达 l o 8 0 m名/ m , ,

通过对工龄

1 年以上的 1 05 名接尘工人体检
,

诊断矽肺 3 8人
,

患

病率 3 6
.

1 9 %
,

其中 I 期24 人
、

l 期 8 人
、

l 期 6 人
,

观察对象 28 人
。

最近经追访这 38 名患者
,

现仅存活 10

人
,

其余 28 人都因尘肺病死亡
。

表 乙 粉尘 介尘肺个案调查情况

罐 案 例数 行业
监测 点敌

总数 合 格点 合格率 %
接 刁
人 交 观察对象

职 业 病

人教 患病率 %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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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0矽尘

煤矽尘

水泥尘

石 棉尘

裕石尘

27 建材
、

机械
,

冶炼 85

5 煤采 12

1 6 建材 4 9

3 建材 8

1 建材 2

4
.

1 1

3
.

2 1

0
.

3 7

1
.

3 2

0

合计 5 2 1 3
.

4 6 1 8 1 2 2
.

6 5 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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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尘毒治理

这次调查 尘毒 治理较好的厂矿 16 个
,

有 的领导开

始就重视 职业病 的防治
.

建厂时实行了
“

三 同时
”

审批
,

注意 尘毒治理
;
有的领 浮

,

因职业危害使 企 业 蒙 受

了损失
,

而开始注意治理
,

在 1万个案例中共检测 41 个

点
,

合格点 34 个
,

合格率 82
.

93 %
,

仅发现 1 名观察对

象
。

例如
,

获鹿县兴华白水泥厂
,

建厂初期因陋就简
,

粉

尘浓度超标十几倍
,

后来采取综合防 尘措施
,

投资十几

万元进行治理
,

使粉尘浓度达到 国标以下
,

对 70 名接尘

工人全部进行了体检
,

未发现 1 例尘肺病人
。

上述说

明
,

只要领导重视
,

职业危害是可 以预防
、

可以 治理的
。

3 讨论

近年未
,

乡镇企 业发展迅速
,

但初建时多数因陋

就简
、

设备陈 旧
、

厂房狭 窄
、

布局不合 理
、

工 艺 落

后
、

缺乏防护措施
,

因此生产场所有害因素浓度 (强

度 ) 较高
。

在慢性中毒案例中
,

作业点总 监侧合格率

为 1 7
.

6 5 %
,

粉尘与尘肺案例中
,

作业点的总监测合

格率为 1 3
.

4 6 %
。

有的企业有害因素的浓度超标几十

倍
、

几百倍
,

甚至上千倍
,

这充分反映了 目前乡镇工

业劳动卫生问题的严重性
。

由于有害因素浓度严重超

标
,

隐患较多
,

故急性中毒事故经常发生
,

慢性尘毒

的潜在危害也 日益明显
。

尤其严重的是急 性 中毒 事

故
,

不但在短时间内威胁着职工的生命安全
,

而且造

成企业和家庭的重大经济损失
。

慢性危害 也 令 人 担

扰
,

如有 的企业
,

铅
、

苯
、

汞
、

铭等作业的异常检出

率都相当高
,

严重地威胁着职工的身体健康
。

如此严

峻的局面
,

希望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

尽快采取有

效措施
。

汽油对人体血细胞影响调查报告

广东省茂名市职业病防治院 ( 5 2 5 0 1 1) 吴大振

为 了摸清在销售
、

贮存汽油过程中接触汽油工作

人员血
_

细胞所受影响的情况
,

我们于 1 9 9 2年对某石油

站工作人员进行一次调查
,

以便对做好防治工作提供

一些科学依据
。

1 调查内容与方法

1
.

1 选某石油站接触 二油工人 1 34 名 (男 10 2 人
,

女

3 2人 ) 为调查组
,

年龄 2 3一 4 9岁
,

工 龄 3一 28 年
。

另选

某纸袋厂 (不接触汽油 ) 工 人 67 名 (男 19 人
,

女 48

人 ) 为对照组
,

年龄肠一 4 6岁
,

工龄 1一 15 年
。

此调

查与职业性体检同步进行
,

调 查组和刘照 沮比较
,

生活

习惯和经济
、

文化基础大致相似
,

尚未发现与血液有

关的疾病
,

身体健康情况较好
。

1
.

2 调查项目及方法
:

红细胞
、

白细胞及血小 板 总

数
,

按常规采血及计数方法进行
。

2 调查结果

2
.

1 两组 红细胞
、

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的 比 较
:

本

调查经统计学处理
,

发现除红细胞外
,

两组 白细胞和

血小板均数有显著性差异
。

见下表
。

2
.

2 两组红细胞
、

白细胞
、

血小板低于正常值状祝
:

本调查未发现红细胞低于正常值者
。

白细胞低于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