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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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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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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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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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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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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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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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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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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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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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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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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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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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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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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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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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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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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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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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0
.

3 2 1 3 3
.

4 7 0
.

1 4 4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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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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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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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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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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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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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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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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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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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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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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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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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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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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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0
.

3 9 14 6 7
.

1 6 1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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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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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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表明
,

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

因

为劳动保护措施不落实导致尘肺病人所造成的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越严重
。

3 讨论与评价

尘肺是难以治愈的职业病
,

工人一旦患病
,

轻则慢

性致残
,

丧失劳动能力
,

重则死亡
。

目前我国导致劳动

能力丧失和影响工人生存寿命最严重的疾病仍是尘肺

病
,

据报道
,

怀化地 区的尘肺病人实际接尘工作不到

40 岁
,

4 5 岁左右基本上全休
,

即工作劳动服务时间损

失了 1 0一 15 年
,

单纯性尘肺病的平均死亡年龄就比我

国男性公民的平均寿命 (6 7
.

90 岁 )少 10 岁
。

尘肺病不

但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痛苦
,

而且给国家也造成不可

挽回的经济损失
。

永川 1 9 7 4 年至 1 9 9 3 年 20 年间
,

尘

肺病人给 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为 6 4 27
.

91

万 元
,

间接经济损失累计为 3 895
.

50 万元
,

总共为

1 0 3 2 3
.

41 万元
,

平均年损失达 5 16
.

18 万元
。

目前公认搞好综合防尘措施是预防尘肺病的最根

本措施
,

如江西下垄钨矿
、

四川金河磷矿
、

浙江东风莹石

矿等采取综合防尘措施
,

连续二三十年未发现新病例
,

湖北武昌造船厂 曾统计
,

其防尘投资与经济效益之 比为

1
:

24
,

即 1 万元投资可获 24 万元的经济效益
。

综合上述
,

尘肺病不管对职工还是对国家所造成

的影响都是非常严重的
,

而我国 目前对尘肺预防的投

入仅占其造成经济损失的六分之一
。

笔者希望广大的

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为了保障职工的身心健康
,

为了

企业经济腾飞和祖国建设事业的兴旺发达
,

做好综合

防尘工作
,

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

(收稿
:
1 9 9 4一 1 1一 1 8 修回

:
1 9 9 5一 2一 10 )

铝电解工人总摄氟量的调查报告

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3 3 0 0 0 6)

为查 明铝 电解作业氟污染对工人 健康状况 的影

响
,

我们对某铝电解车间工人及邻近居 民的饮水
、

饮

食
、

不同生活环境中的空气等进行了氟含量的调查
,

并

对铝电解工人进行了临床检查
。

1 现场情况

该铝电解车间地处气候温和湿润的中亚热带丘陵

地区
。

车间用房为高层 自然通风式结构
,

内设铝电解槽

45 台
,

正常生产时 24 小时全部开通
。

车间共有工人

20 。 余人
,

三班运转制
,

工人在电解槽旁操作的净接触

时间为每班 3 小时
,

工作属 中度体力劳动强度
。

2 调童方法

2
.

1 样品的采集 被调查车间工人和 当地居 民家中

的饮水
、

米饭
、

蔬菜分别采样分析 (大米和蔬菜均系本

地产 ) ;
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空气氟采用双层采样头

恒 温 滤 膜 法 采 集
,

采 气 流 量 为 l o L /m in
,

时 间为

40 m in ;
调查工人和对照居民分别采集晨尿分析

。

2
.

2 样品处理及测定 食物等固体样品经烘干
、

粉

碎
,

并过 40 目筛后
,

用酸浸
一

超声法处理
,

用微机氟离

子选择电极法测定
;
空气样品用去离子水浸 泡

,

经磁力

搅拌器搅拌后
,

用选择电极法测定氟含量
;
水和尿样直

接用选择电极法测定
。

2
.

3 总摄氟量调查 本次采用询 问计算法调查
。

3 调查结果

3门 空气
、

饮水和食物的 含氟量 从表 1 中可 以 看

出
,

空气氟浓度
,

电解 槽旁 锹 著高 J
二

曰司休息室 (尸 <

刘永泉 陈一新 肖远东 孟
·

}月非

。
.

01 )和居住区 (尸 < 0
.

01 ) ;
工人组饮用水氟含量为

。
.

06 8 士 o
.

ol Zm g / L
,

居 民组饮用水氟含量为 0
.

0 67 士

。
.

ol Zm g L/
,

均未超过国家标准
;
工人组和居 民组的粮

食和蔬菜统一采集测定
,

米饭氟含量为 。
.

3 5m g / k g
,

蔬

菜氟含量均值为 .0 62 4m g k/ go

表 1 空气含氟量 ( m g / m
, )

采样点 样品数 又士 S 测定范 围

电解槽旁
`

1 6 0
.

3 6 8士 O
·

1 8 9 0
·

1 5 4一 0
·

7 2 3

工 l可休息室 1 2 0
.

0 1 7士 0
.

0 1 1 0
·

0 0 7一 0
·

0 3 4

居 住 区 8 0
.

0 0 5士 0
.

0 0 2 0
.

0 0 3 ~ 0
.

0 0 7

,

车间内空气氟
,

气态与气溶胶态比为 1 , 。
·

9 7

3
.

2 人均 日摄入量和人均 日摄氟量 人均 日呼 吸空

气按现行全国统一标准
,

成人为 12 m “
计算

。

按时间分

配计算
,

工人组在电解槽旁呼吸空气 1
.

5 m
3 ,

工间休息

室 2
.

5m 3 ,

居 住 区 8m 3 ; 每天摄 入米 饭 1
.

4k g
,

蔬菜

0
.

75 k g
,

饮水 2
.

55 L
。

居 民组每天摄入米饭 1
.

kI g
,

蔬

菜 0
.

7 5 k g
,

饮水 1
.

4 L
。

根据人均空气
、

饮水和食物 日摄入量以及各样品

的氟含量
,

可 以 计算 出 工 人 组 的人均 日摄 氟量为

1
.

7 9 4m g (其中来 自食物 0
.

9 5 s m g
,

饮水 0
.

1 7 4m g
,

空

气 0
.

“ Zm g ) ;
居 民组的人均 日摄氟量为 1

.

o 09 m g (其

中来自食物 0
.

s 5 3m g
,

饮水 0
.

o 9 6m g
,

空气 O
·

O 6Om g )
。

两组的人均 日摄氟量均在公认的允许范围内
。

3
.

3 尿氟含量 工人组尿氟含量
,

1 9 8 9 年和 1 9 9 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