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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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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种
物理因素

3 1 9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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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80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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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5 1
.

5 5

12 9

10 0
.

0

表 8 1 986 一 13 9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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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6 8 9

1 987

1 98 8

8 1 9 9

10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平 均

2 86 04

6 5 24 2

7 5 2 83

256 84

2 87 5 0

27 6 5 8

2 954 3

5 0 0 0

4 2 8 90

6 3 8 8 1

1 1 97 3

1 1 987

7 17 1

5 0 93

85 0 0

7 84 1

4 4 2 1

2 8 80

4 8
.

4 8

46
.

6 9

4 3
.

3 0

27
.

7 3

17
.

7 1

3 0
.

5 0

26
.

54

82
.

4 8

5 3
.

4 4

1
.

5 5

0
.

7 4

0
.

7 9

1
.

2 1

0
.

5 5

1
.

7 6

1
.

1

3
.

7 3

1
.

4 2

987 0

6 3 2 1 1

25 5 3 0

24 4 3 1

5 3 2 8 1

1 987 5

14 02 0

90 0 0

7 6 6 4 1

6 2 87

6 6 3 1

7 3 3 1 1

6 3 13 0

6 14 3 9

104 94

94 8 1

7 6 5 3

1037 1

0
.

6 4

0
.

6 3

0
.

2 8

0
.

27

0
.

0 9

0
.

3 2

0
.

2 2

0
.

6 4

0
.

35

1 134 8

7 02 1

7 6 3 2

14 25 1

7 5 8 8

905 2

5 3 0 9

35 0 9

2 84 8

3 3 8 1

4 17 4

6 4 2 9

3 2 0 8

26 4 5

4 27 3

27 7 0

3 24 3

3 102

3 3
.

7 6 0
.

6 8

0
.

6 4

0
.

4 9

0
.

6 2

0
.

8 9

0
.

1 9

0
.

2 9

0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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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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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其中汉族 76 人
,

少数民族职工 15 人
,

占受检人数

的 4 8
.

9 %
。

,
.

2 方法

1
.

2
.

1 空气氟测定

按 《劳动卫生学 》 中
“

氟试剂— 斓盐光电比色

法 》 (顾学箕
,

王巷兰
,

主编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第二

版
.

1 9 8 7 年 5 月
,

P 3 1 5 )
,

串联两支各盛有 o
.

o o 5 N 氢

氧化钠溶液 l o m l 的大型冲击式吸收管
,

采气流速为

z L / m in ,

时间 Zo m in ,

高度 1
.

s m
。

在电解车间 s 个不

同工作位各采 Z o L 车间空气样进行测试
。

1
.

2
.

2 尿氟测定

按 G B 3 2 3 4
一

8 2 《工业性氟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附录 B 的
“

尿氟选择电极法
” ,

采集班中尿样 1 86 份

(上班后 1一 4 h 内 )
,

当天测试
。

2 结果

2
.

1 空气氟

除 4 ”
样 ( 27 一 29

“

槽位 )大部吸收液遗失不予统计

外
,

其余 7 个有效样 中最 低值 。
.

2 m g / m
3 ,

最高 为

3
.

o m g / m `
。

除铸锭平台外
,

其余 6 个工作位空气氟均

呈超标状
,

见表 1
。

车间空气氟平均浓度 .2 o m g / m
3 。

表 1 电解车间各工作位空气氟测定结果

表 2 各工种尿氟范围及尿氟 又

工作

性质
工种 人数

尿氟范围

( m g / L )

尿氟均数

( m g / L )

电解工

阳极工

铸锭工

天车工

下料工

辅助工

化验员

整 流工

微机工

调度员

打包工

锅炉工

司 机

机关职工

6 0

1 0

8

3

2

1 2

0
.

3 6~ 9
.

39

1
.

5 2~ 1 4
.

3 5

0
.

9 1~ 5
.

4 1

1
.

8 0~ 8
.

7 2

2513980320463652一39

2502一138904

1 0

l 5

5

3

4

3

3

4 4

2
.

9 9~ 3
-

0
.

8 4~ 4
-

0
.

3 5~ 2
.

0
.

5 1~ 5
.

0
.

4 8~ 2
.

3
.

4
.

3
.

4
.

3
.

2
.

1
.

1
.

O
.

2
.

3
.

1
.

1
.

1
.

2
.

1 6

6 8

2 1

2 3

1 2

0 l

接氟工种

1
.

8 0~ 4
.

5 7

2
.

3 2~ 4
.

5 7

1
.

1 8~ 1
.

9 6

0
.

4 8~ 1
.

9 6

0
.

3 2~ 5
.

8 9

0
.

3 2~ 1 4
.

3 5

非接氟工种

样品

编号
采样工作位

流速 时间

( L /nr i n ) ( m i n )

采气量 浓度

( L ) ( m g / m 3 )

1 5一 6
#

槽位 1 2 0 20 1
.

6

2 1 1一 1 2
#

槽位 1 2 0 20 3
.

0

3 1 9一 2 0 #

槽位 1 2 0 20 2
.

5

4△ 2 7一 2 8
抹

槽位 1 2 0 20 0
.

4

5 铸锭平台位 1 2 0 20 0
·

2

6 天车 1 #
( 7 存 1 2 0 2 0 1

.

9

槽上 )

7 天车 2
#

( 1 7 杯 1 2 0 2 0 2
.

1

槽上 )

8 天车 3
#

( 2 7 林 1 2 0 2 0 2
.

8

槽上 、

注
: △样为无效样

,

不予统计
。

T 3J 6一 79 《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 规定车间空气氟

最高容许浓度 1
.

O m g / m 3
。

2
.

2 尿氟

接氟工种尿氟最低值 0
.

36 m g / L (汉族电解工 )
,

最高值为 14
.

35 m g / L (汉族阳极工 )
,

接氟工种尿氟又

为 3
.

22 m g / L
。

非接氟工种尿氟最低 0
.

32 m g / L (汉族

机关干部 )
,

最高为 5
.

89 m g / L (均为少数民族职工 )
,

非接氟工种尿氟 X 为 2
.

4l m g / L
。

各工种尿氟范围及

X 详见表 2
。

注
:

尿氟正常范围 L o ~ .3 om g / L
。

接氟各工种尿氟 > 3
.

o m g / L 计 40 人 (汉族 1 5
,

少

数民族 2 5 )
,

占接氟工人的 42
.

n %
,

为受检人数的

2 1
.

5 1 %
。

非接氟职工尿氟> 3
.

o m g / L 计 6 人 (汉族 2
,

少数

民族 4)
,

占非接 氟人数 的 6
.

6 %
,

为受检人 数 的

3
.

23 %
,

尿氟超过正常范围占受检人数的 24
.

73 %
。

3 讨论

3
.

1 监测显 示
,

在 自然通风条件下 (风速平均为

2
.

o m /
s )

,

车间空气平均氟浓度 2
.

o m g / m 3 ,

呈超标状

态
,

认为在正常生产条件下
,

仅靠自然通风 尚不能有效

排除车间空气中氟化物
,

需增加局部机械通风
,

以降低

空气中氟化物浓度
。

3
.

2 经对照检验
,

接氟组与非接氟组工人尿氟升高率

及尿氟 又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均 < 0
.

01 )
。

接氟组工人尿氟升高率及尿氟 又 与车间空气氟

浓度的相关性分析中
; 一 0

.

9 4 6 9
,

尸< 0
.

01
,

说明与高

氟环境密切相关
。

3
.

3 同时发现本厂少数民族和汉族职工间尿氟升高

及尿氟均数亦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
.

01 )
,

考虑是

否与当地少数民族职工的饮茶习惯有关 ? 有资料报道

湖南产伏砖茶含氟量在 33 9
.

1 ~ 67 0
.

OP p m 之间
,

平均

为 5 37
·

OP p m
。

但茶氟对该厂接氟职工尿氟的影响程度

如何
,

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本文承我站杨新生
、

郑敏前两位副主任 医师审阅指导
,

谨此致谢
。

)

(收稿
:

19 9 5一 0 4一 1 0 修回
:

1 9 9 5一 1 1一0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