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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交流
·

P控制图应用于粉尘作业监督管理及标化处理探讨

安徽铜陵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怡所 ( 244 00 0) 谢胜保 朱明亮

P 控制图用于粉尘作业的卫生监督管理
、

历年粉

尘浓度不合格率的分析
,

以 反映其动态变化的规律
。

对粉尘浓度不合格率的影 晌
,

除了实际存在的粉尘浓

度外
,

还有一些监侧本身的因素
,

如每年测定点的比

例在粉尘危害轻重不等的行业间相差较大
。

危害程度

重
,

侧定点的比例高
,

则该年总的不合格率高
,

反之

则低
。

为了消除这种由于测定点的 比例不均对不合格

率的影响
,

本文采用标化处理
,

并对之 作 一 初 步探

讨
。

1 资料及方法

1
。

1 资料

收集铜陵市 1 9 8 3~ 1 9 9 3年间粉尘 测 定 资 料
。

按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统计 不 合 格 点
、

不合格

率
,

同时列出存在较多粉尘作业的行业历年不合格率

(见表 1 )
。

1
.

2 方法

1
.

2
.

1 控制线的计算 控制线按朱敖荣等 所 著 《卫

生管理学基础》 ( 1 9 8 5年 ) 所述 P控制图计算公式计

算
。

1
.

2
.

2 标化处理 本文 以历年粉尘测定总点数在不

同行业间分布为标准 (见表 2 )
,

对每年的不合格率

进行标化处理
,

计算如下
:

p ·标 = “ p 二

瓷
P K标 :

第 K年标化不合格率 ; P助
:

第 K年 i 行

业实测不合格率 ,
lN 总

:
历年 i 行业测定总点数 ,

N总 :
历年总测定点数

。

如果某行业某年的测定点少于 2 5点则以与该年邻

近三年 (包括该年 ) 同行业的平均不合格率代 替几
1

进行计算
,

例如地矿行业 1 98 3
,

1 9 84年测定点均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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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在标化时该二年的不合格率均以 1 9 8 5
,
1 9 8」 ,

1 9 8 5

三年平均不合格率代替计算
。

.1 2
.

3 列出 P控制数据图 (见表 3 )

1
.

2
.

4 制作 P控制图 年份为横轴
,

不合格率为纵

轴
,

上下控制线及实测不合格率曲线为虚线
,

中心线

及标化不合格率曲线为实线 (见图 )
。

2 分析与俘价

2
.

1 按 P控制图理论
,

如果历年粉尘浓度稳定
,

则

不合格率曲线点均应在控制界线内
,

而且曲线点均匀

分布在中心线两侧并聚在中心线附近
。

如果曲线点超

出上控制线则认为该年粉尘浓度超标严重且同历年水



.

1 1 2
.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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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1 9 8 3 ~ 1 9 9 3年间粉尘浓度P控制图

平有显著差异
,

反之则粉尘浓度超标显著低于历年水

平
。

如遇下列情况应查找原因进行分析
: ( 1 )曲线点

在中心线 一侧且连续 7 次出现 , ( 2 )曲线点连续 7 次

逐升或逐降 , ( 3 )曲线点呈周期变化 , ( 4 )曲线点在

中心线一侧多次出现
。

2
.

2 以图例标化和未标化曲线均可看出 1 9 8 3~ 1 9 9 3

年间我市粉尘不合格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

前 6 年不合

格率较高
,

曲线点均在中心线上侧 , 且 1 9 8 3~ 1 9 8 6年

显著高于历年水平
。

后 5年曲线点均在中心线下侧
,

不

合格率较低
,

1 9 9 0年显著低于历年水平
。

1 9 91 年两曲

线判断结果不同
,

总的看来
,

我市粉尘作业点的浓度

有所下降
,

粉尘治理工作有显著成绩
。

分析表 l 各行业历年的不合格率
,

可 以看出建材

行业粉尘浓度超标严重
,

且下降较缓
,

这就提示我们

治理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建材行业上
。

2
.

3 以实测曲线和标化曲线比较可以看出 , ( 1 )标

化后曲线点大部分向中心线靠近
,

曲线的波动更加平

稳 ; ( 2 )越是远离中心线的点
,

标化作用越明显
,

如

1 9 84年和 1 9 9。年 , ( 3 )如实测不合格率在控制线的附

近
,

标化后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

如 1 9 9 1年标化前

显著低于历年水平
,

标化后这种差异消失
。

因此认为

标化处理
,

使得粉尘浓度的不合格率更有可 比性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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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

一起液氨急性中毒事故救援过程的回顾

沈阳
,
l了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 0 0 2

,

l) 张群朝 李
`

态 ( 指导 )

工业企业特别是化工
、

医药等产业系统常常发生

急性中毒事故
,

给生产和工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

威胁
。

医疗卫生救援是处理这一 问题的基本途径
。

为

制定我国急性中毒事故救援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

现将

我市一起液氨急性中毒事故救援过程分析报告如下
。

1 砚场劳动卫生学润查

1
.

1 事故发生经过 1 9 9 3年 3月 13 日 21 时 30 分
,

沈 阳

味精厂司机和押运员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致使一起严

重的液氨泄漏事故发生
。

整个液氨泄漏过程持续了 6个

小时
,

约泄漏液氨 40 吨
,

有 42 名职工发生急性中毒
。

有 1 人现场死亡
,

其余 41 人送 医院抢救治疗
。

其 中重

度中毒 4 例
,

中度中毒 4 例
,

轻度中毒 14 例
,

氨刺激

反应 19 例
,

全部痊愈 出院
。

1
.

2 现场测定结果 事故发生约 30 分钟后
,

在 距 事

故地点约 500 米下风向处测得氨浓度为 10 一 30 m g /

m , ,

推测事故地点氦浓度至少超标几十倍
。

2 扭性中毒救扭过程存在的主要向题

2
.

1 整个救援过程缺乏合理的救援计划
,

更没 有 严

密的领导组织形式协调 多部门相互配合实 施 救 援工

作
。

2
.

2 入院前救护工 作纂本处于 瘫痪或半瘫痪 状 态
。

该味精厂卫生所有医务人员约 30 人
。

平 日缺乏急性中

毒事故救援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
,

致在事故发

生后
,

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多 其次
,

目前我市急救站仅

仅为求援单位提供交通运输工具
,

在运送病人过程中

缺乏基础的救护服务 ; 第三
,

多数医疗机构不能深入

事故现场进行现场救护
;
第四

,

工人缺乏急性中毒基

本知识教育和必要的救护知识
,

不 能组织自救互救
。

2
.

3 缺乏化学毒物登记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律

依据和 管理制度
。

2
.

4 缺乏
1

个设备齐全
、

人员训练有素的医院担任

抢救中心
,

与外周 医院共同完成急性化学中毒事故的

诊断和抢救工作任务
。

3 盆谈与对策

3
.

1 迅 速建立健全
J

急性化学中毒事故救援机构
,

建议

设置在具有丰富的处理
、

抢救各种化学中毒临床经验

的各地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机构为宜
。

市级救援机构

应至少具备下列职能
: ( 1 )负责

“

急性化学中毒事故
”

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 ( 2 )向市民和厂矿企业工人提供

院前救援知识宣传教育服务 ; ( 3 )事故发生后实施病

员分流
; ( 4 )制定抢救计划

,

组织医疗抢救组进行诊

断和抢救
, ( 5 )提供必要 的抢救所需药品

, ( 6 )组 织

进行事故调 直
、

现场监测
,

并对事故现场进行处理
,

及时呈报上级主管部门 , ( 7 )对本地区化学性毒物进

行登记
, ( 8 )对区 (县 ) 级救援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

业务领导
,

并对厂矿企业 医护人员及广大职工进行急

性中毒基础知识培训和 自救互救基本技能训练
。

3
.

2 加强法制建设
,

迅 速制定
“

急性化学中毒救援

管理条例
” 。

3
.

3 建立各种化学毒物登记管理制度
。

毒物登记的

主要内容包括毒物名称
、

化学结构
、

商品名
、

理化性

质
、

生产或使用地点
、

生产条件
、

产量或用量
、

接触

方式
、

监测情况
、

毒理资料
、

卫生标准
、

清除办法
、

中毒表现
、

治疗方法和防护手段等
。

3
.

4 纳入统 一规划
,

增加经费投入
,

以使居 民和职

业人群获得最基本的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
。

3
.

5 加强 医护人员防治各种化学毒物中毒的专业知

识教育和基本技能训练工作
。

别是对于一些测点较少
、

不合格率波动较大的年份
,

以

及曲线位于控制附近时标化作用更加明显
,

当然标化

处仅能解决测定点分配比例不均的问题
,

对影响不合

格率的其它因索无能为力
。

2
.

4 对于测定点较少行业在标化时进行上述处理是

否合理
,

有待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