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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

1 9 86一 1 9 9 3年淄博市职业病发病情况调查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5 5 067 )甘传伟 杨俊芝

为进一步摸清淄博市职业病发病情况
,

探讨职业 1
.

2 方法

病发病规律
,

为制定职业病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

本文对 运用 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

该市 1 9 8 6 年以来 8 年的职业病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 料
,

统 一标准
、

逐项核实
、

力求准确
,

分析
,

现报告如下
。

整理
。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1
.

1 材料 2
.

1 职业病发病情况

选 自各年度职业病报表
、

年度职防工作总结
、

尘肺 2
.

1
.

1 各种职业病新发病例构成

流调卡等资料
。

所列病例均经市职业病诊断组确诊
。

表 1 1 9 8 6一 1 9 9 3 年新发职业病构成

通过查阅上述资

然后分类统计
、

见表 1
。

年 份
肺 职业中毒 物理 因素

例 写 例数 % 例数 %
合 计

尘一数

15
.

0 9

2 8
.

0 6

3
.

78 2 6 5

Q
é11六乃1
止gdJ咬9目一气1 d1一占̀目 .1

27
.

66

7
.

9 1

5
.

6 7

né`工O口肉bs
一.1一.1

30
.

0 8

2 9
.

4 1

4
.

88

1 5
.

6 9

Od月2OUQ J,1QLJ
,
1111

néOéO厅I匕J亡Jl̀自
J马,Jnj八j
ù

l乙八9ú,ù1 98 6 2 1 5

1 9 8 7

1 9 8 8

8 1
.

1 3

64
.

0 3

6 6
.

6 7

1 9 8 9

1 9 9 0

6 5
.

0 4

5 4
.

9 0

OA
工

00ǎ八乃Oúǎ吕乙自

1 9 9 1 1 5 0 7 9
.

3 6

1 9 9 2 8 7 7 4
.

3 6

1 3
.

2 3

1 7
.

9 5

14

9

7
.

4 1

7
.

6 9

1 9 9 3

平均

1 5 4

1 1 2
.

1

8 4
.

1 5

7 1
.

2 1 2 9
.

5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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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出
,

该市危害职工健康的主要职业病为

尘肺
。

1 9 8 6 年以来在职业病新发病例构成中
,

尘肺所

占比例为 54
.

9 % 一 84
.

15 %
,

年均占 71
.

21 %
。

2
.

1
.

2 尘肺患病与死亡情况 见表 2
。

表 2 1 9 8 6一 1 9 9 3 年尘肺现患及死亡情况

年 份 接尘 人数
尘肺现患人数

合计

患病率 新发 发病率 病死 病死率
, ( % ) 病例 ( % ) 人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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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显示
,

现患尘肺病人趋向 I 期逐年增加
,

l 期

逐年减少的态势
。

近几年随接尘人数的增加
,

尘肺患病

率相对降低
。

2
.

1
.

3 尘肺现患病种
、

病情分布 见表 3
。

表 3 1 9 9 3 年尘肺现 患病种
、

病情分布

病 种
尘 肺 分 期 构成比

合计 1 1 , ( % )

矽 肺 1 9 65 1 3 7 2 4 5 5 1 38 5 0
·

8 1

煤工尘肺 1 58 3 1 1 0 2 3 6 7 1 1 4 4 0
·

9 4

陶工尘肺 1 6 1 1 1 0 3 9 1 2 4
.

1 6

铸工尘肺 7 3 7 1 2 1
·

8 9

电焊工尘肺 56 54 2 L 45

铝 尘 肺 9 8 1 0
·

2 3

水泥尘肺 2 2 .0 05

石 棉 肺 2 2 0
·

0 5

滑石尘肺 3 3 0
·

。 8

炭黑尘肺 1 1 0
·

0 3

其他尘肺 12 1 1 1 0
·

3 1

合 计 3 8 6 7 2 7 3 6 8 6 7 2 6 4 10 0
.

0

表中可见
,

该市现患尘肺病例中
,

国家规定职业病

范围内 12 种尘肺
,

除云母尘肺
、

石墨尘肺外皆有发生
,

而主要病种为矽肺和煤工尘肺
。

2
.

1
.

4 尘肺现患病例的行业分布 见表 4
。

表 4 1 9 9 3 年尘肺现患病例行业分布

表 5 1 9 8 6一 1 9 9 3 年慢性职业中毒发病情况

年 份 接毒人数 发病例数 发病率 ( %
。

)累积病例数

19 8 6 3 0 3 0 7 4 0 1
.

3 3 5 9

1 98 7 3 2 4 2 5 3 9 1
.

2 3 9 8

1 9 8 8 3 7 50 3 3 9 1
.

0 4 3 8

1 9 8 9 3 6 7 50 37 1
.

0 4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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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 4

1 9 9 1 4 4 7 7 2 2 5 0
.

6 5 2 9

19 9 2 4 6 7 8 2 2 1 0
.

5 5 5 4

1 99 3 4 3 7 6 2 2 0 0
.

5 57 4

合 计 3 1 1 0 56 2 3 6 0
·

7 6

—
表中显示

,

自 1 9 8 6 年以来
,

前 4年发病率持续在

1
.

0 %
。
以上

,
1 9 9 0 年后一直波动在 0

.

4 %
。~ 0

.

6%
。

之间
,

呈现下降趋势
。

2
.

1
.

6 职业中毒病种分布 见表 6
。

表 6 1 9 5 6一 1 9 9 3年职业中毒病种分布

中毒种类
慢性中毒

例数 %

急性中毒
例数 环

行 业
合计 毕 譬

构成比

I (写 )

煤炭系统 2 8 1 5 1 9 6 8 6 4 0 2 0 7 7 2
.

8 0

冶金 系统 39 4 2 7 9 9 1 2 4 1 0
·

1 9

轻工系统 4 77 34 3 10 3 3 1 1 2
·

3 3

建材系统 4 2 29 1 1 2 1
·

0 9

机械系统 8 0 6 2 1 8 2
·

0 7

化工系统 3 3 3 1 2 0
·

8 5

其他系统 26 2 4 2 0
·

6 7

合 计 3 8 6 7 2 73 6 8 6 7 2 6 4 ] 0 0
·

0

表中看出
,

该市虽为一门类齐全的老工业城市
,

而

尘肺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

主要发生分布在煤炭系统

及陶瓷
、

耐火材料等行业中
。

2
.

1
.

5 慢性职业中毒发病情况 见表 5
。

苯 1 32 5 5
.

9 3

氟 30 12
.

7 1

硫酸二 甲醋 2 2 9
·

3 2 18 3 6
·

7 4

铅 1 2 5
.

0 9

锰 8 3
.

3 9

汞 4 1
.

6 9

丙烯酞胺 1 3 5
.

5 1 3 6
·

1 2

二硫化碳 9 3
.

8 2

三饭氧磷 4 1
.

69

有机磷 2 0
.

8 5 3 6
·

1 2

抓气 6 1 2
·

2 5

乙基汽油 3 6
.

12

硫化氢 3 6
·

1 2

硝基甲烷 4 8
.

16

吠喃丹 2 .4 0 8

氮气 2 4
·

0 8

其他 5 10
·

2 1

合计 2 3 6 4 9 10 0

表中看出
,

该市职业中毒以慢性中毒为主
,

苯及含

苯化学物中毒突出
。

统计中发现急性中毒有下降趋势
。

2
.

1
.

7 物理因素及其他职业病发病情况 见表 7
。

表中看出
,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以噪声聋为主
,

放

射病次之
,

其他类型职业病种少见
。

2
.

2 职业性预防查体情况

各年度职业性预防查体情况 见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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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种
物理因素

9 9 3 1年物理因素及其他职业病现患情况

职业性皮肤病 职业性眼病 其他职业病
嗓声聋

10 4

80
.

62

放射病 放射性皮炎 接触性皮炎 职业性白内障 职业性哮喘 化学性支气管炎
合 计

例 数

构成比 ( % )8
.

5 3 1
.

55 1
.

55 1
.

5 5

1 29

10 0
.

0

表 8 19 8 6一 19 9 3 年职业性预防查体情况

年 份
接尘作业 查体 接毒作业查体 接物理因素查体

应检数 实检数 受检率 ( % )检出率 ( % )应检数 实检 数 受检率 ( % )检出率 ( % )

19 8 6

9 1 87

9 1 8 8

9 1 89

19 9 0

9 9 1 1

9 9 1 2

9 9 3 1

平 均

2 8 60 4

5 2 6 42

7 5 2 83

25 8 6 4

2 87 5 0

27 5 8 6

29 5 43

5 0 0 0

9 2 8 40

3 1 8 8 6

9 1 17 3

9 1 1 87

7 17 1

5 0 9 3

85 0 0

7 8 41

41 2 4

8 8 20

48
.

48

46
.

9 6

43
.

0 3

27
.

7 3

17
.

7 1

3 0
.

5 0

2 6
.

5 4

8 2
.

48

3 5
.

44

1
.

5 5

0
.

7 4

0
.

7 9

1
.

1 2

0
.

5 5

1
.

7 6

1
.

1

3
.

7 3

1
.

2 4

9 80 7

3 1 1 2 6

25 3 5 0

23 1 4 4

3 5 1 2 8

9 1 87 5

10 420

9 0 0 0

7 1 6 6 4

2 8 67

3 1 6 6

3 7 3 1 1

3 1 63 0

1 63 9 4

10 9 4 4

9 41 8

3 5 7 6

10 3 7 1

0
.

6 4

0
.

3 6

0
.

2 8

0
.

27

0
.

0 9

0
.

3 2

0
.

2 2

0
.

6 4

0
.

3 5

1 13 48

7 0 1 2

7 63 2

1 425 1

7 5 8 8

9 0 5 2

3 9 50

3 9 50

8 2 48

3 3 1 8

1 47 4

9 2 6 4

3 20 8

2 6 45

427 3

27 7 0

3 23 4

3 10 2

3 3
.

7 0 6
.

8 6

0
.

6 4

0
.

9 4

0
.

2 6

0
.

89

0
.

9 1

0
.

9 2

0
.

2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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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

1尘肺是该市高发职业病
,

也是应重点加强防治的

主要职业病
。

自 1 9 8 6 年以来
,

年均新确诊尘肺病人

1 12 例
,

在整个职业病构成中占 71
.

21 %
。

从尘肺现患

病例病情看
,

I 期尘肺逐年减少
,

I 期尘肺相对增多
。

分析认为随时间的推移
,

原有的尘肺病人
、

重病人逐年

病死而减少
,

新发病人由于发现早
、

诊断早
,

在 护或

I 期阶段即 已确诊
、

调离
,

同时采取了控制病情发展措

施
,

故现患尘肺病人病情趋于逐年减轻
。

3
.

2 职业中毒 年均发病率为 。
.

76 %
。 。

统计显示职

业 中毒有逐年下降趋势
,

尤以急性中毒更为明显
。

讨论

认为职业中毒发病下降
,

一方面是综合防治措施的效

果
,

另一方面与有的区属 以上企业将有毒作业工种转

嫁给了乡镇企业有关
,

由于乡镇企业职业病管理制度

不健全
,

有些病人得不到应有的诊断和治疗
,

故单从统

计数字看发病虽不高
,

然而实际中毒病人要超过此数
。

从而提示应大力加强乡镇企业劳动卫生管理
,

建立
、

健

全职业病检查
、

诊断
、

报告制度
。

3
.

3 该市轻纺工业
、

机械制造工业较发达
,

噪声作业

工人数量多
,

危害严重
。

从历年职业查体发现
,

接噪作

业人群听力不同程度的高频损伤达 50 % 以上
,

而在册

噪声聋患者较实际为少
。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是人们

对噪声危害认识不足
,

疏于 自身防护
,

既使听力已受到

损害亦不及时去有关医疗机构检查
、

诊断 ;二是企业对

查体中检出的异常者
,

不能按规定送职防机构检诊
,

故

部分病人长期得不到诊断
,

未能列入职业病管理
。

3
.

4 从历年职业查体检出看
,

平均检出率依次为尘肺

1
.

42 %
,

物理因素等疾病 0
.

6 %
,

职业中毒 。
.

35 %
。

可

见抓好职业查体是早期发现病人
,

早期诊断病人 的有

效措施
。

对此应强调法制化管理
,

确保接毒
、

接害作业

人群能得到定期的职业查体
,

以保障工人的健康
,

促进

经济的持续发展
。

(收稿
:

1 9 9 5一 0 1一 1 9 修回
: 1 9 9 5一 0 5一 1 4 )

接氟工人的尿氟调查
新疆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卫生防疫站 ( 8 3 5 0 0 0) 孙抚顺 王东生 李佳玉 努拉丁

新疆伊犁电解铝厂安环科 胡 斌

电解铝生产中产生大量的氟化物气体和粉尘
,

工

人长期摄入一定浓度的含氟气体或粉尘
,

可对机体造

成多系统的影响和损害
,

为了解其危害程度
,

对某铝厂

接氟工人与非接氟职工的尿氟及车间空气氟进行了监

测
,

现分析报道如下
。

1 对象及方法

1
.

1 对象

为铝 厂在册职工
,

汉族 1 30 人
,

少数民族 56 人
,

共

1 86 名
,

工龄 。
.

5 ~ 42 年
,

平均工龄 5
.

5 年 ; 年龄 18 ~

59 岁
,

平均年龄 2 9
.

9 7 岁
。

电解车间接氟各工种 95

人
,

其中汉族工人 54 人
,

少数民族工人 41 人
,

占受检

人数的 51
.

1 %
。

辅助车间及机关后勤非接氟职工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