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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医疗保健
、

粉尘自测
、

职工就业前 和 定 期 体

检
、

劳动卫生档案
、

职工健康监护
、

安全卫生知识培

训等方面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

尤其是粉尘治理
,

我

们从初审抓起
,

该厂整条水泥生产线选用除尘设备 31

台
,

投资40 万元
。

经综合治理后
,

定点测定 36 个作业

点
,

粉尘合格率 7 2
.

2%
,

较治理前提高 16
.

7%
,

粉尘

最高浓度降到
’
4 om g /m , 以下

。

据测算年回收粉尘总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5年第 8 卷第 4 期

量 84 0 2
.

5吨
,

按原材料价值计算经济效益达 60 万元
,

即生产一年就收回所有除尘设备的投资
。

通过治理不

仅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更重要的是保护了职工身体

健康
。

经过几年的实践
,

我们体会到多部门参与能使乡

镇企业劳动卫生工作的整体功能得到最佳发挥
。

韶关市尘肺病管理初探

广东省韶关市职业病防治院 ( 5 1 2 0 0 0) 曹永兴 肖全华

历时近二年的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圆

满结束以后
,

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加强尘

肺病的管理
。

目前
,

我市接尘人数 已近 6 万人
,

尘肺

病人数已达 6 0 0 0 多例
,

约占全省病人总数的一半
。

近几年 ( 1 9 8了~ 1 9 92年底 ) 的新发病例
、

尘肺晋期病

例和尘肺病死亡人数都比较多
,

与 1 9 8 6年底以前比较

分别占 16
.

6 2%
,

7
.

27 % 和 3 6
.

5 0 %
。

为巩固尘肺流调

成果
,

我们对这些病例的管理进行了一些 有 益 的 探

索
,

以保证尘肺发病资料的延续
、

完整和准确
,

并且

不断地加以总结
、

分析
,

找出其规律性
。

现就我市的

尘肺病管理工作谈几点体会
。

1 加强尘肺病诊断的 , 理

几年来
,

我们加强了对 国家尘肺诊断标准和全国

尘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手册 的认真学习与讨论
,

把尘

肺病诊断列为尘肺病管理的第一个环节
,

切实把好诊

断关
。

在依靠集体力量的同时做到
“

一 坚 持
,

二 登

记
” ,

即坚持诊断资料不齐不予诊断
,

增设
“

新诊断

病例登记
”

和
“

晋期病例更改诊断 登 记
” 。

由 专 人

负责登记
,

详细记录尘肺流调要求填写的项 目
,

并且

对以往个别有遗留项 目的病例有计划地进行追查和补

充
。

这样不但使所有患者资料齐全
,

同时更有利于尘

肺病的管理
。

2 实行尘肺证使用制度

我市于 1 9 9 2年开始首次发放尘肺病例证
,

为使它

能发挥积极作用
,

在发证以前
,

我们进行 了 大 力 宣

传
,

做到家喻户晓 , 同时发证方法灵活
,

注重社会效

益
,

因此工作进展较快
,

仅用半年多时间为全市 13 0

多家单位的 4 65 7名尘肺病人发放了尘肺证
。

我们还特

别强调 了尘肺证的使用
,

对持证来诊者在各方面给子

一定的照顾
,

使来诊者都能主动出示尘肺证
,

更好地

发挥了尘肺证的作用
。

3 加强职业病报告

职业病报告是我们搞好尘肺病管理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环节
,

它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全市职业病的发病信

息
。

工作中我们能做到
“

二快
,

一 勤
” ,

即搜集
、

整

理资料快
,

上报快和勤检查
、

督促
。

与厂矿医务人员

协同工作
,

使职报工作制度化
,

尘肺病例报告卡标准

化
,

发现问题及早纠正
,

使全市的尘肺发病信息更加

及时
、

准确
。

4 及时坟卡
、

归档和上报
,

保证有关信息栩通

由于狠抓了上述三个方面 的工作
,

基本上保证了

我市尘肺发病基础资料的完整
。

然后准确地填写尘肺

病例卡上的18 个项 目
,

实行三查三对
,

做好质量控制

工作
,

最后编码
、

归档
。

对变更诊断及死亡病例则续

填后归档
。

一式三份 汇总上报省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及

存底备查
。

我市尘肺流调工作虽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

但

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

尚有待于我们继续搞好尘肺病

的一系列管理工作
,

降低尘肺发病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