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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退休
。

尽管如此
,

就全国范围而言
,

尘肺的危害

仍相当严重
〔 4〕 ,

主要是脱尘后尘肺的发病明显

增加
,

虽然脱尘后尘肺发病缓慢
,

其晋期率
、

结

核合并率及 P M F 发病率等均低于现职尘肺
,

但也 有些脱尘工 人可在脱尘数年后短时期 内

发病
,

并很快晋期
,

甚至出现
“

越期
”
现象

,

有

人称其为脱尘后尘肺的
“

急进型改变
” ,

因此
,

作好脱尘工人的管理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

不可

忽视的是
,

目前许多厂矿
,

尤其是一些乡镇企

业
,

没有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

其粉尘浓度大

大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
,

据调查
,

当前厂矿的

粉尘超标率 已达到 46 %
,

其中煤炭系统最差
,

合格率仅为 14 %
。

一些厂矿片面采取轮换作业

方式
,

工人工作一段时间后就离开厂矿
,

对这

些脱尘工人并没有进行接尘工人管理工作
。

在

本文的调查中
,

台基矿 80 年代的接尘工人总

数远少于 60 年代
,

这主要是 由于没有将那些

轮换制工 人作为接尘工人管理
。

这些工人经过

一段时间的粉尘作业后调离
,

而且大多数年龄

较小
,

从事其他工作后不易于追踪观察
。

本文

分析中
,

台基矿工龄小于 5 年者脱尘后尘肺的

发病率为 6
.

02 %
,

P M F 发病率为 4
.

35 %
,

I

~ l 晋期率为 7
.

56 %
,

单纯尘肺中 P M F 发病

率为 4
.

35 %
,

可见
,

虽然这些脱尘工人工龄很

短
,

但其发病及晋期率并不低
。

轮换工与本文

所研究的脱尘工人经历可能不同
,

其发病及进

展规律如何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可以预想
,

尘

肺今后仍会呈上升趋势
,

而且可能会出现厂矿

里尘肺很少
,

社会上散在许多尘肺的现象
。

因

此
,

我们不仅应看到 当前尘肺有减少的趋势
,

也应看到其中隐藏的后患
,

对尘肺的调查研究

也已不仅是目前的职业场所
,

也应当从社会上

的居住场所着手
,

对那些未予管理的轮换工人

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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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
三资

”
企业 的工业卫 生工作

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1 10 0 2 6) 崔 伟 周 宕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
, “

三资
”
企业迅速发展

。

生管理条例
,

在企业内实行条例管理
。

“

三资
”
企业的工业卫生工作也随之摆在了职防工作者 2 发挥工业卫生业务指导与管理协调中心的作用

的面前
,

现结合我们几年来的工作实际
,

谈几点体会
。

我们企业是以冲压
、

装焊
、

喷漆及总装为主的旅行

1 增强法制观念
,

是做好工业卫生工作的首要条件 车生产厂
,

有害作业人员较多
,

老厂房作业条件比较

工业卫生工作是一项政策
、

法规性极强的工作
,

而 差
。

我们根据这些实际情况
,

对作业人员及作业环境进

目前在
“
三资

”
企业的工业卫生工作中还没有一套完整 行了科学防护和管理

,

使有害作业点的监测合格率大

的管理对策
,

针对其特殊状况
,

我们着重开展了如下工 幅度提高
。

几年来无 1 例尘肺
、

急性中毒及突发性耳聋

作
。

首先
,

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
,

增加全体员工尤其 发生
。

此外
,

在改造设备
、

引进国外生产线的同时
,

积

是领导层的劳动卫生法规意识 , 利用公司的
“
金客报

”
极邀请市卫生主管部门进行卫生学评价

,

开展 日常性

宣传工业卫生知识及政策
、

法规 ; 不定期举办学习班
,

监督工作
。

在日常工作中
,

劳动卫生人员经常深入有害

组织培训
;
定期出板报等

。

其次
,

争取企业领导决策层 作业岗位
,

特别对老生产线的作业场所
,

不定期抽检 ,

的支持
,

使劳动卫生管理工作纳入企业管理指标之中
。

对有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性健康档案管理
,

有效地保

结合国家政策
、

法规
,

我们组织制定了金客公司工业卫 证了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