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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乡镇工业中职业危害最为严重的项 目为

噪声
。

噪声强度 8 0分贝以上 的 8 1个工厂中
,

超标准

( 8 5 分贝 ) 厂家占 66
.

7%
,

监测点合格率 62
.

2%
。

另

一较为严重的职业危害为甲苯
,

在使用 甲苯的厂家中
,

有 32
.

1% 的厂家超国家标准 ( l o o m g / m
,
)

,

监测点的

合格率 79 %
,

最高超国家标准近 17 倍
。

乡镇工业在改善工作环境方面
,

约有 40 % 的生产

岗位未安装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
。

曾有文章报道
,

乡镇

工业中劳动防护设施的质量仅有 39
.

1%合格
,

从而增

加了发生职业性工伤
、

职业病的可能
。

未安装必须设施

有资金的因素
,

企业决策者对职业危害因素的认识和

重视也有关系
。

然而
,

在个人劳保用 品的发放方面
,

乡

镇工业的投入却不少
;
需要个人防护用品的岗位有

90 %以上发放了劳保用品
,

但这些劳保用品有 40 % 以

上不能预防本岗位的职业危害因素
。

个人劳保用品的

低使用率
,

原因较为复杂
,

如对职业危害因素的认识
、

劳保用品本身的效果
、

工作岗位危害因素的程度
、

功效

学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其使用
,

其中工人的自我保健意

识差和影响劳动工效是导致低使用率的最主要原 因
。

乡镇企业工人 自身对职业危害的主 动干预令人不满

意
,

仅有 55
.

2% 的工人知道本岗位的职业危害因素
,

而经常使用个人防护用 品的工人也仅有 13/
。

造成这

种现象的自身原因
,

与工人 自身文化程度有一定关系
,

乡镇工业中完成国家义务教育 (初中 ) 以上工人不到

7 0%
,

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接受防护知识强化教育的

机会大小有关
。

乡镇企业对职业危害的干预程度不尽相同
,

从结

果的分析看
,

以企业的主权归属关系分组
,

对干预措施

进行比较
,

结果全无差异
。

因为随着经营机制的转换
,

很多企业 (包括国营 ) 变成了股份制企业
。

如果以企业

职工人数规模分组对各种干预措施进行分析
,

结果却

显示小型企业对职业危害因素的干预不如大中型企业

的好
。

这也许提示对乡镇企业职业危害干预措施的研

究应以企业规模进行分组
,

这样也可与国际间习惯以

企业规模分组对职业危害程度进行研究的方式接轨
,

同时也提示
,

今后 乡镇企业危害干预措施的重点应放

在小型企业
。

(收稿
: 1 9 9 5一 0 2一 16 修回

: 1 99 5一 0 7一 12 )

水泥制造业职业危害调查分析

青岛市卫生 防疫站 ( 2 6 6 0 0 1) 李中帅 任瑞美 李桂荣

为摸清全市水泥行业职业危害现状
,

我们于 1 9 9 3

年 8 月~ 1 9 9 4 年 8 月对全市县属以上水泥厂进行了

劳动卫生学调查
,

结果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

县属以上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水泥生产企

业
.

水泥生产过程中从事粉尘作业工龄在 1 年以上的

工人
;
在噪声强度 7d8 B 以上

、

工龄 1 年以上以及高温

环境下的作业工人
。

1
.

2 方法

1
.

2
.

1 作业环境的粉尘浓度
、

噪声强度以及温度测

试均按 《卫生防疫工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册进行
,

使用

的 N D
:

精密声级计经计量所鉴定
; N x 6 活塞发声器定

期校正 , F C
一
l 型粉尘采样器和 W H Y

一

01 型数字点温

计
,

用前随时校正
,

并按操作规范使用
。

1
.

2
.

2 职业体检按 《卫生防疫工作规范 》 要求
,

统

一印制粉尘
、

噪声
、

高温作业工人体检表
,

按表格内容

进行检查
,

尘肺拍片 X 光机为 50 o m A ;
听力测定用 J C

-

I B 型电听力计 ; 高温作业人员体检项 目主要 为血压和

心电图
。

其他体检内容均按体检表进行
。

2 调查结果

全市共有县属以上水泥生 产厂 10 个
,

共有职工

5 174 人
,

生产工人 3 5 6 4 人
,

从事有害作业工人 2 4 7 9

人
,

其中粉尘作业 1 9 62 人
,

噪声作业 365 人
,

高温作

业 152 人
,

分别占生产工 人 的 50
.

39 %
、

10
.

24 %和

4
.

26 %
,

有专兼职劳动卫生管理人员 25 人
,

职防人员

1 4 人
。

2
.

1 有害因素测试情况

在 10 个水泥生产企业中
,

共测 定粉尘点样 70 个
,

粉尘浓度最高点达 25 0
.

10 m g /m
3 ,

平均为 34
.

sl m g /

m 3 ,

超标率达 7 5% 以上 ( 见表 1 )
。

表 1 水泥行业不同部位粉尘浓度 ( m g / m
3 )

测定情况

测定地点 样品数 平均浓度 合格点数 合格率 (% )

一级破碎 20 5 1
.

7 0 5 2 5
.

0 0

配 料 18 5 0
.

11 3 1 6
.

6 7

生料球磨 10 3 2
.

16 5 5 0
.

0 0

熟 料球磨 10 2 8
.

18 3 3 0
·

0 0

包 装 12 6 8
.

8 5 1 8
.

3 3

合 计 7 0 3 4
.

5 1 17 2 4
.

2 9

噪声声源可分为三类
,

噪声 以中高频稳态噪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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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噪声强度一般在 78 一 10 5d B ( A ) 之间
,

在测定的

n 。 个噪声点中
,

低于 8 5d B ( A ) 的仅为 28 个
,

合格

率为 2 5
`

5% (见表 2 )
。

表 3 不同岗位高温测试情况

测试地点 作业点数
平均 温度 平均辐射热强度

(
o

C ) ( C a l / e m Z
·

m i n )

表 2 不同设备噪声强度测试情况

声源
名称

测定

点数

噪声强度 d B ( A )

~ 8 0 ~ 8 5 ~ 9 0 ~ 9 5 ~ 1 0 0 ~ 1 0 5

破碎机 2 3 1 5 5 1 0 2

球磨机 5 3 1 1 7 17 1 0 7 1

风 机 34 2 2 6 1 1 6 7

合 计 1 10 14 14 2 8 3 1 1 5 8

水泥生产高温作业岗位主要是窑炉
、

烘干
、

熟料球

磨作业
,

最高温度 39
.

2℃
,

最低 32
.

so C
,

辐射热最高

为 2
.

9 5C
a
l /

e m , ·

m i
n ,

最低为 0
.

SC
a
l /

e
m

Z ·

m in
,

见表

3
。

焙烧岗位 2 0 3 6
.

9 2
·

3 5

烘干岗位 2 0 3 5
.

1 1
·

1

球磨岗位 2 0 3 4
·

5 0
·

7

合 计 6 0 3 5
.

5 1
.

3 8

2
.

2 体检情况

本次调查共体检 1 8 42 人
,

粉尘
、

噪声
、

高温作业

人 员分别为 1 3 98 人
、

298 人和 14 6 人
。

查 出尘肺 +0 者

1 2 人
,

未检出尘肺患者
,

查出耳聋 52 人
,

高频听力损

伤 88 人
,

高温作业人员心电图
、

血压异常者 31 人
。

噪

声作业者耳聋和 高频听力损伤检出情况见表 4
、

表 5
,

高温作业人员体检情况见表 6
.

表 4 不同声级
、

不同工龄组噪声性耳聋检出情况

一检合出人, 5年 钾 10 年 一 1 5年 ~ 20 年 一 25 年 计

受检人

%

检出人受检人检出人受检人

写 % % % %

检出人受检人检出人受检人检出人受检人

中心声压级

O甘
J任Où月了
j任9̀

1111ó J

,̀ùl户Ò峥内了
月
h伪乙介乃亡J八6弓乙QJ

合

10 0

10 5

计

农 5

1 2

: 1 5

1 3
.

7 9

6
.

6 7

17
.

0 7

5
.

8 8

1 6
.

6 7

1 2
.

2 0

6 2

8 3 1 1

5
.

5 6

1 6
.

6 7

1 2
.

5 0

1 1 1 1

3 3
.

3 3

1 3
.

2 5

1 1 2 1 8
.

1 8 7 2

1 1 5 4 5
.

4 5 7 3

1 8 3 1 6
.

6 7 9 2

6 2 3 3
.

3 3 3 1

7 1 1

5 3 1 2 2 2
.

6 4 2 7 9

2 8

4 2

2 2

3 3

1 0 0

3 3

1 0 0
.

0 0

4 0
.

0 0

5 0
.

0 0

3 3 1 2 5 4 1
.

6 7

6 7

6 7

1 0 5

3 9

2 0

2 9 8

1 3
.

4 3

2 0
.

9 0

17
.

14

1 7
.

9 5

2 0
.

0 0

1 7
.

4 5

,In舀`任1188夕JQó1人心.1内」O“né11月了弓̀,J
J任11Jó口0,OOOQóO甘

不同声级
、

不同工龄组听力损伤检出情况

一 5 年 一 1 0 年 ~ 1 5 年 一 2 0 年 ~ 2 5 年 计合一检出人

受检人

写 % % % % %

检出人受检人检出人受检人检出人受检人检出人受检人检出人受检人

心中声压级

2 9 6

3 0 1

4 1 1 8

1 7 3

5 2 7
.

7 8 4 2
.

8 6 2 1

2 8
.

5 7 1

4 4
.

4 4 5 3

3 3
.

3 3 4 1

5 0
.

0 0 2 9
.

8 5

16
.

4 2

0
` .10内j11勺̀01乃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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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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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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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10 0

10 5

计

农 6

1 2

: 2 9

1 6
.

6 7

2 3
.

5 8

6 l

8 3 2 2

7 4

5 3 2 2

4 5
.

4 5

3 6
.

3 6

3 3
.

3 3

5 0
.

0 0

5 7
.

14

4 1
.

5 1 2 7 10 3 7
.

0 4 12 5 4 1
.

6 7

6 7

6 7

10 5

3 9

2 0

2 9 8

20

1 l

4 0

l 1

6

8 8

不同高温作业人员体检情况

高温作业
分 级

受检
人数

血压异常 心 电图异常 合

人数 肠 人数 % 人数

计

%

I 级

. 级

, 级

合计

1 0 2 9 8
.

8 2

8 2 4
.

24 2

5
.

8 8 1 5 1 4
.

7 1

6
.

0 6 10 3 0
.

3 0

3 2 7
.

2 7 3 2 7
.

2 7 6 5 4
.

5 4

1 4 6 2 0 1 3
.

70 1 1 7
.

53 3 1 2 1
.

2 3

3 讨论与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

我市水泥制造业的职业危害

较严重
,

粉尘浓度平均超标 3
.

5倍
,

以破碎
、

配料
、

包

装岗位最为严重
,

个别作业 点浓度高达 25 0
.

l o m g /

m 3 。

目前虽无尘肺病例发生
,

但在上述粉尘浓度最严

重的三个岗位已出现 旷 者
,

占被检人数的 。
.

86 %
,

因

此今后的防尘工作要特别重视这三个作业岗位
。

噪声强度合格率为 25
.

5%
,

低于全市建材行业平

均 3 6
.

8 % 的水平
。

噪声以中
、

高频为主
,

噪声性耳聋

和高频听力损伤检出率分别为 17
.

45 %和 2 9
.

5 3%
,

其

高频听力损失早于语言听力损失
.

高频听力损失阳性

率大于语言听力损失 (尸 < 0
.

0 5 )
,

与国内有关报道相

JI`̀盛内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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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

另外发现听力损失与噪声强度级
、

工龄有密切关

系
,

随着噪声强度上升
、

接触噪声工龄的延长
,

听力损

失增大
。

高温作业
,

由于岗位温度和劳动时间率不同
,

水泥

制造的高温可分三级
。

调查发现
,

随着级别的上升
,

血

压和 心电图异常检出人数增加
,

主要表现为血压的高

低
,

而以血压升高为主
,

心电图改变以窦缓
、

窦速为主
。

调查中还发现
,

个别厂企领导对劳动卫生职业病

防治工作重视不够
,

防尘
、

防噪声等措施不健全
,

有的

厂防尘设备 50 % 以上不起作用
;
工作人 员的防护意识

较差
,

只有 20 % 的粉尘作业人员佩带防尘 口 罩作业
,

从事噪声作业者佩带耳塞者只占 15 %
.

因此
,

在今后

的防治工作中
,

要加强宣传
,

加强工人的劳动卫生与职

业病防治知识培训
,

加大防尘
、

防噪等设施的投资
,

定

期对工人进行健康查体
,

做到早发现
、

早诊断和早治

疗
,

以保护广大职工的身体健康
。

(收 稿
:

1 9 9 4一 0 9一 2 0 修 回
:

19 9 5一 0 2一2 7 )

永川市 20 年尘肺发病与经济损失评价

永川市卫生防疫站 ( 6 3 2 16 0) 任在鸣

为了使社会各部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

对尘肺病

防治工作的重要性有更深的认识
,

现将永川市 1 9 7 4~

1 9 9 3 年间尘肺发病与其经济损失情况报告如下
。

, 材料来潭

根据全国尘肺流调方案对永川市境内所有有尘肺

病例的单位进行逐年的经济损失调查
,

并将 20 年间尘

肺病例和死亡报告卡逐年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分析

2
.

1 尘肺病例与产业系统分布
:

永川市历年尘肺病主

要发生在煤炭系统
,

为 81
.

97 %
;
尘肺死亡也以煤炭系

统为主
,

为 88
.

79 %
。

其原因除了永川煤炭工业历史悠

久
,

煤炭资源丰富
,

开采众多外
,

主要还是由于开采的

同时对尘肺病的严重后果缺乏 足够的认识
,

且开采技

术落后
,

防尘效果不佳
,

工人 自我保护意识差等诸多因

素
,

导致永川煤炭系统中大量的尘肺病人发生
。

其次是

民政部门
、

撤停企业
、

建材系统等尘肺发病也占有相当

比例
。

2
.

2 历年尘肺病的分期构成情况
:

见表 1
。

裹 1 尘肺病的分期构成情况

廖全礼

2
.

3

孙 斌 钱 进 谢 明琴

永川

经济损失
:

衰 2

时间 尘肺
(年 ) 数

1 9 7 4一 1 9 9 3 年 20 年间因尘肺病人所致的

见表 2
。

不同时期尘肺病人经济损失统计表 (万元 )

直接
损失

人均
间接
损失

人均 合计 人均

期 别 总例数 死亡数 死亡率 现患数

l 期 8 14 4 6
.

4 3 1 3 1 1 6
.

0 9 6 8 3 5 6
.

2 3

一期 6 8 2 3 8
.

9 0 2 6 0 38
.

1 2 4 2 2 3 5
.

9 8

一期 2 5 7 1 4
.

6 7 18 9 7 3
.

5 4 6 8 5
.

8 0

合计 1 7 5 3 10 0 58 0 3 3
.

0 9 1 1 7 3 1 0 0

表 1 可见
,

现患病例以 I 期为主
,

尘肺死亡率随尘

肺病期别升高而增加
,

提示我们在尘肺病治疗
、

康复和

保健工作上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

这是法律保护尘肺病

人的措施之一
。

1 9 7 4 4 3 1 5 1
.

6 7 0
.

1 2 4 3
.

8 2 0
.

1 0 9 5
.

4 9 0
.

2 2

1 9 7 5 5 2 2 5 5
.

8 5 0
.

1 1 8 7
.

5 4 0
.

17 1 4 2
.

9 9 0
.

2 8

1 9 7 6 6 3 6 5 5
.

6 9 0
.

0 9 1 0 4
.

0 4 0
.

16 15 9
.

7 3 0
.

2 5

1 9 7 7 6 9 1 5 8
.

8 3 0
.

0 9 1 6 1
.

2 1 0
.

2 3 2 2 0
.

0 4 0
.

3 2

1 9 7 8 7 5 2 6 6
.

7 7 0
.

0 9 1 7 5
.

6 6 0
.

2 3 2 4 2
.

4 3 0
.

3 2

1 9 7 9 8 17 7 3
.

7 3 0
.

0 9 1 6 1
.

1 9 0
.

2 0 2 3 4
.

9 2 0
.

2 9

1 9 8 0 9 0 0 8 6
.

7 3 0
.

1 0 1 6 0
.

4 1 0
.

1 8 2 4 7
.

1 4 0
.

2 8

1 9 8 1 8 9 2 1 0 2
.

1 0 0
.

1 1 1 3 4
.

2 3 0
.

1 5 2 3 6
.

3 3 0
.

2 6

1 9 8 2 8 8 5 1 2 5
.

4 4 0
.

1 4 1 5 8
.

2 5 0
.

1 8 2 8 3
.

6 9 0
.

3 2

1 9 8 3 9 8 6 2 1 7
.

0 5 0
.

2 2 1 7 0
.

3 1 0
.

1 7 3 8 7
.

3 6 0
.

3 9

1 9 8 4 9 8 6 2 4 0
.

4 4 0
.

2 4 1 6 0
.

3 7 0
.

1 6 4 0 0
.

8 1 0
.

4 0

1 9 8 5 9 8 7 3 1 6
.

4 0 0
.

3 2 1 3 3
.

4 7 0
.

1 4 4 4 9
.

8 7 0
.

4 6

1 9 8 6 1 0 2 3 3 4 4
.

6 7 0
.

3 4 1 4 9
.

7 8 0
.

1 5 4 9 4
.

4 5 0
.

4 9

1 9 8 7 1 0 5 1 3 9 5
.

3 6 0
.

3 8 1 7 6
.

9 6 0
.

1 7 5 7 2
.

3 2 0
.

5 5

1 9 8 8 1 0 5 9 4 5 6
.

1 9 0
.

4 3 2 0 5
.

0 5 0
.

1 9 6 6 1
.

2 4 0
.

6 2

1 9 8 9 1 0 8 2 5 3 4
.

6 2 0
.

4 9 2 4 0
.

9 3 0
.

2 2 7 7 5
.

5 5 0
.

7 1

1 9 9 0 1 1 1 6 6 2 9 0 9 0
.

5 6 2 8 5
.

7 8 0
.

2 6 9 1 4
.

8 7 0
.

8 2

1 9 9 1 1 1 3 8 7 3 7
.

9 5 0
.

6 5 3 3 5
.

1 3 0
.

2 9 10 7 3
.

0 8 0
.

9 4

1 9 9 2 1 1 6 5 8 6 9
.

4 4 0
.

7 5 3 9 4
.

5 5 0
.

3 4 12 6 3
.

9 8 1
.

0 9

1 9 9 3 1 1 7 3 1 0 1 0
.

3 3 0
.

8 6 4 5 6
.

8 3 0
.

3 9 14 6 7
.

1 6 1
.

2 5

又 9 15 3 2 1
.

4 0 0
.

3 5 1 9 4
.

7 8 0
.

2 1 5 1 6
.

1 8 0
.

5 6

由表 2 可见
,

全市 1 9 7 4一 1 9 9 3 年间历年尘肺存活

病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含工资
、

福利医疗费和死亡

后一次补助费等 ) 一直不断上升
,

1 9 8 4 年的直接经济

损失为 1 9 7 4 年的 4
.

8 7 倍
,

到 1 9 9 3 年底止增加到 1 9 8 4

年的 20
.

87 倍 ;间接经济损失 (即在职工人的生产税利

等 )在 1 9 7 4~ 1 9 8 6 年间呈波浪上升
,
1 9 8 6 年以后开始

直线上升
,
1 9 9 3 年间经济损失是 1 9 7 4 年的 10

.

43 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