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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露天煤矿1 9 9 2年病伤缺勤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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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 国煤炭资源的开发
,

从 事露天 采煤的工人

日益增多
,

本文通过分析某露天矿病伤缺勤情况
,

探

讨与缺勤有关的因素
,

提出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

以提

高煤矿工人的健康质量
。

1 资料来派及方法

以某露天矿为对象
,

调查该矿的一般情况
,

对该

矿 1 9 9 2年底在册
、

工龄满一年以上的全部坑下作业工

人逐一核实职业史
,

按统一 表格及要求填写 1 9 9 2年内

病伤缺勤情况
。

外伤及疾病诊断
、

缺勤天数以该矿医

院保存完整的病伤假条为依据
,

其缺勤天数与考勤表

核实
。

以该矿机修厂全体工人为对照 (以下称坑上工

人 )
,

其年龄构成及生活环境同坑下 工 人
。

本 次 应

调查 2 5 4 5人
,

实查 2 4 7 8人
,

受检率 9 7
.

4 %
。

将调查数

据输入计算机
,

按病伤缺勤统计方 法 〔 刘 世 杰
,

主

编
.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册
.

第一

版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 8 8 ; 188 一 1 8 9〕进

行统计分析
。

2 结 . 分析

2
.

1 一 般情况 该矿位于内蒙赤峰市东南约 50 公里
,

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
。

该矿 1 95 8年投产
,

19 8 8年达到

设计产量
,

现年产褐煤 18 0 万吨
。

煤田长 3
.

7k m
,

宽

1
.

2 k m
,

坑深 200 m
。

阶梯式开采
,

剥岩和掘煤均采用

钻机钻孔
,

装药爆破
,

电铲装载
,

有轨电车及火车运

输
。

2
.

2 病伤休工率分析 本文对从事坑下作业 1 687 名
、

坑上 7 91 名工人 1 9 9 2年内外伤及 13 种疾病的缺勤情况

进行调查
,

没发现类风湿及触鞘炎
,

其它n 种疾病休

工率见表 1
。

衰 1 某露天煤矿 1 9 9 2年病伤休工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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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病伤缺勤分析 病伤缺勤反映了病伤对生 产 的

影响程度
,

该矿 1 9 9 2年内因病伤缺勤 1 0 3 8 8 天
,

该 矿

除春节外
,

无公休日
,

按出满勤3 60 天计
,

缺勤 率 为

1
.

2%
。

坑下工人缺勤率 ( 1
。
4% ) 明显高于坑上工人

(0
.

6% )
,

缺勤的主要原因为外伤
、

胃部疾患
、

腰背

痛
,

三者占总缺勤日的 87 %
,

仅外伤就占63
.

9%
。

占

前几位的病伤缺勤率及平均每例缺勤 日数见表 2
。

2
.

4 外伤分析 调查表明
,

外伤是影响工人健 康 造

成缺勤的主 要因素
。

受伤部位以腰背 ( 27
.

4 % )
、

头

部 ( 2 7
.

4 % )
、

下肢 ( 2 3
.

8% ) 多见
。

受伤性质以扭

伤 ( 3 5
.

7% )
、

开放性损伤 ( 2 4
.

4% )
、

挤压伤 ( 2 0
.

2% )

为主
,

这与有人报道的井下 工人外伤以四肢发生率最

高
,

以软组织挫伤为主 明显不同
。

工种工 龄别休工率

分析见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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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某露天矿 19牙 2年外伤及几种疾病的缺勤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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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露天矿工种工龄别外伤休工率

3 讨论

3
.

1 病伤休工率分析 该露天矿 199 2年病伤休 工 率

为 14
.

6%
,

外伤休工率最高
,

其次为上感 和 胃部 疾

患
,

三者占缺勤例次的 7 9
.

9%
。

其中坑下工人外伤休工

率明显高于坑上 u( 二 3
.

19 P < 0
.

01 ) ,

而上感休工率

则是坑上工人高于坑下 (u
= 2

.

69 P < 0
.

0 1) ,

其它 10

种疾病的休工率坑下与坑上工人 之间无明显差异
,

其

结果与用同样方法调查的井采矿相比
,

缺勤的病伤构

成基本一致
,

但休工率明显低于井采矿 ( 8 3
.

8% )
,

井下工人不但外伤休工率 ( 3 7
。
5 % ) 明显高于井上工

人 ( 1 0
.

5% ) ,

上感
、

胃部疾患
、

腰背痛
、

高血压的

休工率也高于井上
,

说明坑下作业的危险因素较坑上

多
,

易发生外伤
,

但比井下采煤过程存在的危险因素

要少
。

其它生产性有害因素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也比井

采矿小
。

3
.

2 病伤缺勤分析 病伤缺勤分析表明
,

外伤
、

胃部

疾患
、

腰背痛是造成缺勤的重要原因
,

坑下工人外伤休

工率及缺勤率都明显高于坑上工人
,

坑下工人胃部疾

患
、

腰背痛的休工率与坑上相比虽然无明显差异
,

但

缺勤率却明显高于坑上工人
,

说明坑下工人胃部疾患

及层背痛的病情较坑上工人重
。

坑下作业距生活区较

远
,

自带班中公和饮用水
,

常常冷饮冷食
,

加之疲劳

等因素都会加重胃炎和溃疡病的病情
。

坑下轨道工及

架线工在劳动中常搬
、

抬
、

挽重物
,

电车和火车司机

及钻铲司机常接触全身振动
,

这些都是造成坑下工人

腰背痛病情加重的原因
。

3
.

3 工种工龄别外伤休工率分析 事故的不同 类 型

与不同类型的工作有关
,

工种别外伤休工率分析表明
,

坑下各工种明显高于坑上
,

坑下钻铲司机多操作大型

机械
,

轨道工及架线工在工作中常搬抬重物
,

易发生

展背扭伤
、

砸伤及挤压伤
。

另外该矿从生 活 区 到 作

业点大约 3k m
,

多数人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
,

从
_

L 班

到下班近十个小时
,

工作地点无休息室
,

加之该矿无

公休日
,

工人长期处于疲劳状态
,

使其对紧急情况 的

判断和反应能力下降
,

易发生伤害事 故
。

研 究 还 表

明
,

各工种均以 10 年以下工龄组外伤发生率最高
,

这与

国内报道同一工种 10 年以下工龄组受伤害的危险最大

相一致
。

年轻工人技术不熟练
,

缺乏经验
,

安全意识

差
,

致使其成为发生外伤的高危人群
。

4 傲防措施

4
。

1 加强安全教育
、

安全监督和安全检查
,

消 除 事

故隐患
。

4
.

2 适当安排公休
,

以消除工作中的疲劳
。

给 工 人

讲解有关卫生知识
,

使之在工作中采取正确姿势
,

以

减少服背疾患及外伤的发生
.

4
.

3 为工人提供合理的膳食供应
,

改善饮水 条 件
,

切忌暴饮暴食
,

以减少胃部疾患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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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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