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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从事有害作业工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待遇
,

激发

职工的参予意识
,

监督企业落实国家劳动卫生法规的

情况
,

为开展劳动 卫生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

2
.

1
.

5 积极落实
“

第一级预防
”

措施
。

按照谁 污 染

谁治理的原则
,

企业劳动卫生工作应 以控制职业危害

因素为重点
,

为此
,

厂 成立 了隶属于安全 卫 生 环 保

科
,

由劳动卫生人员
、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及行政管理

人员共 7 人组成的职业危害因素控制小组
,

全面负责

企业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设计
、

施工安装 和 维 修 管

理
,

形成了一条龙服务
,

保证了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

正常运转
,

加速了
“

第一级预防
”

措施的落实
。

2
.

2 效果评价

该耐火材料厂在实施综合劳动卫生管 理 对 策 前

( 1 9 6 2 ~ 1 9 7 4年 )
,

工人作业岗位粉尘平均浓度为 6
.

28

m g / m
3 ,

扬尘点超标率高达 6 1
.

16 %
;
自 19 7 5年推行综

合劳动卫生管理对策后
,

粉尘平均浓度和扬尘点合格

·
2 99

·

率均有大幅度改变
,

到 1 9 9 3年底 已分别为 1
.

41 m g /m 3

和 9 0
.

9 8%
。
3 0年间 ( 1 9 6 4一 1 9 9 3年 )累积 1 1 3 2名接尘工

人仅发现 3 名尘肺患者
,

平均发病工龄 2 1
.

6年
,

累计

患 病率为 0
.

26 5%
,

明显低于 国内有人提出的连续接尘

3 0年累计患病率为 1 %是不致于得病的水平
。

另外
,

防尘设施每年可收回原料 1 3 5 0吨
,

直接经济价值 15 万

夕U o

3 讨论

口前
,

在基层劳动卫生工作中
,

企业的劳动卫生

管理从组织形式
、

人员组成到工作内容很不一致
,

我

们在某耐火材料厂建立的
“

卫生与工程技术为一体
”

的企业劳动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

配备了劳 动 卫 生 人

员
、

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

实践证明
.

只有三者

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各尽其职
、

各施其能
,

才能将

企业劳动卫生工作做好
。

(本文承 蒙张仲平主任 医师指导
,

特此致 谢
。

)

铁路运营局尘肺流行病学分析及其防治对策

哈尔滨铁路局尘肺诊断组 ( 15 00 0 6) 李瑞 荣

本文通过铁路尘肺病的流行病学分析
,

旨在阐明 构成
。

资料全部来源于哈尔滨铁路局尘肺诊断组和黑

尘肺发病规律
,

去探讨防治对策
,

以保障广大铁路生 龙江省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

具有可靠性
。

产工人身体健康
。

2 结果

1 调查方法和资料来源 铁路运营局各种尘肺累计病例构成 (共计 1 70 例 )
,

按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总体方案
,

进行现状调 铸工尘肺累计 53 例
,

占 3 1
.

1 8 % ; 矽肺累计 4 3例
,

占

查
,

对 1 9 8 6年前经尘肺诊断组织定诊 的所有病例
,
填 25

.

29 多乳 电焊工尘肺累计42 例
,

占 2 4
.

7 1% ; 煤工尘

写
“

尘肺病例卡
” ,

查清铁路局范围内患 病 现 状 分 肺累计 32 例
,

占1 8
.

8 2 %
。

尘肺各年代新发病例
:

50 年

布
,

进行回顾性调查
,

分析流调资料
,

总结尘肺发病 代 3 例
;

60 年代 20 例 ; 70 年代 61 例
;

80 年代 86 例
.

详

规律及防治效果
。

用常规数理统计学方法
,

计算尘肺 见表 1
、

表 2
。

现患 率
、

累计患病率
、

病死率
、

结核合并率及现病期

表 1 尘肺现患率
、

结核合并率及病期构成

病一%系 统 别 粉尘作 业
工人数

合并结核

例数 % I 期 I期
鱼
%

成

1 期 沁

现一数

687581哈尔 滨铁路 局

铁 道工厂

黑龙江 省

7 2 7 8

1 1 68 0

3 9 6 5 0 1

1 4 6

1 2 6 Q

1 4 4 3之

2
.

0 1

1 0 7 9

3
.

6 4

2 5

17 0

2 0 57

1 7
.

1 2

13
.

4 9

1 4
.

2 5

1 2 1

9 3 7

1 1 3 3 5

8 2
.

88

7 4
.

3 6

7 8
.

3 4

2 4

3 0 1

2 8 3 6

1 6
.

4 4 1

2 3
.

8 9 2 2

1 9
.

6 5 2 6 1

表 2 尘肺累计患病率及病死率

系统别
尘肺累计 死亡累计

哈尔滨铁路局

铁道工厂

黑龙江省

例数

17 0

1 3 4 0

1 59 6 5

患病率 %

2
.

2 7

1 0
.

2 9

3
.

8 7

例数

2 2

8 0

1 5 3 3

病死率%

1 2
.

9 4

5
.

9 7

9
.

6 0

3 结论

3
.

1 铁路营运局尘肺发病水平及特点

铁路局是铁道系统主管运输生产的企业
,

运输牵

引动力正 由蒸气向内燃机车过度
,

在运输 生 产 过 程

中
,

约有 5 % 的生产工人接触粉尘作业
,

工种主要集

中在机车乘务 员
,

机车辆整备的给煤工
、

熔接工
、

电

焊工
,

配件生产的铸造炼钢工及线路养护 的采石工等

作业
。

本次调查结果铁路运营局尘肺现患率为 2
。

01 %
,



3 0 0

累计患病率 2
.

2 7%
,
低于 铁道机车车辆工厂 的现 患

率 10
.

7 9%
,

累计患病率 10
.

29 %
;
与黑龙江 省 尘 肺

现患率 3
.

621 %
,

累计患病率 3
.

81 % 基本一致
。

结核 合

并率 1 7
.

12 %
,

高于铁道工厂的 1忿
.

19 %和黑龙江省的

1 4
.

2 5 %
;
病死率 1 2

.

洲 %
,

亦高 犷铁道工厂的 5
.

盯 %

和黑龙江省的 9
.

60 %
。

丧明铁路局尘肺发病水平虽与

地方一致
,

但却具 仃病死 率
l
荀

、

结核合并 率 高 的 特

点
,

提示铁路运 背 局尘 lt]卜龟害之严重和 尘肺防治工作

的重妥性
?

3
.

2 铁路 还营 局尘肺病种

本次调查铁路局 尘肺 的 病种主要是铸 工 尘肺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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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18 %
,

矽肺占 2 5
.

2 9%
,

电焊工尘肺 占 24
.

7 1 %
,

煤工尘肺 占 1 8
.

82 %
,

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

提示今

后 尘肺防治重点应放在铸造
、

采石
、

电炸
、

给煤
、

司

乘等接触粉尘作业的工种
。

3
.

3 铁路 运营局尘肺发病动 态

调 查结果衷明尘肺发病自50 年代至 80 年代新发病

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

必须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

重视
。

粉 尘作业点浓度合标率仅 6
.

5 7%
,

今后对尘肺

防治对策
,

必 须提高法制观 念
,

要依法改 善 劳 动 条

件
。

卫生部门要加强依法监 督
,

加大执 法力度
,

保证

铁路粉尘作业工人 的健康
。

关于职业性健康监护自检单位的管理

徐州市职防院 ( 2 2 1 0 0 5) 陈 峥

职 业性健康监护是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

因此
,

认真做好此项工作是关系到执行国家有

关卫生法规
,

切实搞好职业病的重要一环
。

现将我市

职业性健康监护自检单位的管理情况介绍如下
。

1 自检单位的申报

除职业病防治机构
、

享有职业病诊断权的医疗卫

生单位及各县职业病预诊组具有职业性健了康 监 护 权

外
,

其他大型厂矿企业及局
、

公司需要而又有条件进

行职业性健康监护的
,

首先向市卫生局申报
,

说明企

业的规模
、

劳卫和职防基本情况
、

自检的条件 (包括

人员
、

设备等 )
,

市卫生局根据全市综合情况
,

合理

布局
,

分级管理的需求
,

确认后通知市职业病诊断技

术指导组进行调 查
、

培训和考核
。

2 调查

市职业病诊断技术指导组根据卫生局 的通知
,

组

织人员对自检单位进行实地 调查
。

人员业 务 索 质 情

况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职务
、

工作简历
、

专业特 长
、

工作能力等
,

仪器设备是 否具有监护能力
,

组织落实

情况
,

工作计划情况
,

工业卫生 基本情况
。

然后按下

面几种情况来确立自检的可能性
。

2
.

1 单位毒物较少
,

但条件已具备
,

则可 具有 单 项

白检权
。

2
.

2 单位体检条件已基本具备
,

但有的毒物检 查 条

件不够
,

只给予部分病种自检权
,

非自检病种由市职

防院承担
。

2
.

3 各种条件均具备
,

则为全检单位
。

3 培训

通 过调 查后
,

市卫生局 还要组织自检单位接触职

业危害人员进行职业病知识的培训
,

包括职业病预防

性查体的标准及毒物化验等
,

培训后进行考核
,

合格

者 发上岗证
。

通过培 训
,

为全市职业性健康监护标准

化
、

规范化管理作好准备
。

4 发证

经调 查
、

培训
、

考核后
,

由市职业病诊断技术指

导组报市卫生局关于 确认的意见
,

市卫生局发文正式

认可
,

这样自检单位取得职业性健康监护权
。

5 管理

5
.

1 各自检单位
,

必 须根据 国标和省职业性健 康 技

术规范的要求做好工作
。

5
.

2 每年 2月底 前
,

将 全年的体检工作计划
,

每月底

将当月体 检查出的问题 (如可疑职业病患者 )
,

每季

末将职业性查体情 况报市诊断技术指 导组 秘书组
。

5
.

3 侮年 n 月由市职业病诊断技术指导组对各 自检

单位的职 业性 健康监护
、

职业病诊断 (包括尘肺片 )
,

按 国标
、

省
1

1了有关要求进行考核和奖惩
。

5
.

4 每年底召开一次总结会
,

对一年来职监工 作 搞

得好的单位给予表扬
,

并安排第二年的工作
。

5
.

5 对当年考核不合格者
,

限第二年改正
。

连 续两

年不 合格者
,

则取消自检资格
,

今后需重新申报
。

6 体会

通过对全市职业性健康监护的管理
,

促进了职业

病的防治工作
,

使全市的职业性健康监护统一步调
、

统一标准
、

统一 内容
、

统一要求
,

使体检的数量和质

准均有所提高
,

同时形成网络
,

便于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