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的报道一致。

3.3　关于引起烟草作业工人肺通气功能下降的原因至今仍不

明确 , 一般认为与烟草成分中的烟碱 、 焦油以及混杂在烟草

中的泥土 、 微生物等有关。本文进行了烟草粉尘作业现场中

致敏霉菌的曝皿调查 , 结果表明 , 烟草作业现场中存在着大

量的致敏霉菌 , 其数量远大于大气中致敏霉菌的数量。 据文

献报道 , 本文检测到的致敏霉菌 , 是主要损害呼吸系统的致

敏霉菌 , 均有引发过敏性哮喘的报道[ 9] 。我们曾对烟草作业

工人体内烟曲霉特异性 IgE (SIgE)抗体水平进行过测定 , 结

果表明烟草作业工人体内烟曲霉 SIgE 抗体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工人[ 10] 。本次调查中 , 鼻塞 、 流鼻涕等症状属过敏症状 , 在

烟草作业工人中有较高的阳性率 , 个别工人常年都有表现 ,

多年不愈 , 其原因我们考虑为霉菌过敏所致。 我们认为霉菌

与接尘工人肺通气功能降低有关 , 至少霉菌污染是接尘工人

肺通气功能降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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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现状调查分析

Current Status of Health Staffing in State-and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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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全省2 691家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现状调查 , 按

企业的行业 、 行政隶属 、 经济类型 、 人数规模分类统计 , 提

示其医疗与劳卫人员配置率与企业规模等因素有关 , 应加强

中小企业的医疗人员和大型企业的劳卫人员配备 , 并适当提

高中小企业劳卫人员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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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卫生人力配备率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经济

状况和职工的医疗保健水平。我们在 1994～ 1995 年对全省县

属以上具有生产性有害因素的工业企业进行的全面劳动卫生

学调查中 , 将卫生人员列为一个重要调查项目。为了进一步

说明劳动卫生人员的情况 , 又将其劳卫人员单独统计分析 ,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收稿日期:1998-08-27;修回日期:1998-11-11

作者简介:肖云龙 (1957—), 男 , 湖南邵东人 , 副主任医师 , 主

要从事劳动卫生与卫生管理工作。

　　凡全省县及县属以上具有生产性有害因素的全民 、 集体

及 “三资” 工业企业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均为调查对象 , 共

2 691家企业 。

1.2　方法

按照经试点调查后确定的全面劳动卫生学调查方案 , 企

业职工医院或医务所 (室)、 保健站 、 卫生防疫站 、 职防所 、

疗养院及安环部门从事医疗卫生的均为卫生人员 , 其中从事

劳动卫生专 、 兼职和测试工作的为劳卫人员。

全省统一方法 、 统一标准 、 统一要求 , 并组织技术骨干

培训学习。由省 、 地市 、 县各级职防专业人员逐个厂矿进行

调查和核定。

2　结果

2.1　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的行业分布

按卫生部卫生监督统计报告规定的 29 个分类行业 , 依据

行业职工总数与卫生人员数计算的卫生人力配备率 , 及行业

接触有害人员数与劳卫人员数计算的劳卫人力配备率 , 详见

表 1。

2.2　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的行政隶属分布

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分类统计 , 其卫生人力的配备情

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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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南省有害作业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的行业分布

行业名称

卫生人力配备

职工

总数

卫生人

员　数

配备率

(%)

劳卫人力配备

接害人

员　数

劳卫人

员　数

配备率

(%)

煤炭 191 669 3 002 1.57 64 561 262 0.41

石油 1 401 18 1.28 482 9 1.87

电力 32 501 439 1.35 10 469 68 0.65

核工业 8 038 369 4.59 1 534 48 3.13

冶金 132 632 2 887 2.18 48 058 313 0.65

有色金属 85 164 2 048 2.40 31 754 205 0.65

机械 246 982 3 115 1.26 52 074 415 0.80

电子 24 626 331 1.34 3 557 63 1.77

兵器工业 49 727 1 193 2.40 7 089 202 2.85

船舶 547 9 1.65 263 5 1.90

化工 134 785 1 901 1.41 48 118 350 0.73

医药 26 469 256 0.97 5 204 60 1.15

铁道 22 830 638 2.79 6 474 11 0.17

交通 18 212 205 1.13 3 379 46 1.36

民航 3 526 33 0.94 1 077 6 0.56

建材 90 026 1 239 1.38 40 348 267 0.66

建设 41 898 696 1.66 4 745 33 0.70

地质矿产 31 248 476 1.52 5 977 61 1.02

水利 18 941 454 2.40 2 619 46 1.76

农业 4 279 48 1.12 1 627 14 0.86

林业 9 402 167 1.78 2 440 20 0.82

轻工 337 551 2 379 0.70 76 862 790 1.03

纺织 150 499 1 640 1.09 66 794 193 0.29

航天航空 16 965 469 2.76 1 499 18 1.20

商业 11 142 113 1.01 2 344 70 2.99

邮电 1 981 25 1.26 433 7 1.62

公安 14 113 402 2.85 6 398 10 0.16

石化总公司 32 022 934 2.92 14 558 60 0.41

其他 124 768 1 242 1.00 48 311 477 0.99

合计 1 863 944 26 728 1.43 559 048 4 129 0.74

表 2　湖南省有害作业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的行政隶属分布

行政隶属

卫生人力配备

职工

总数

卫生人

员　数

配备率

(%)

劳卫人力配备

接害人

员　数

劳卫人

员　数

配备率

(%)

部属 314 965 7 345 2.33 87 734 610 0.70

省属 426 152 8 356 1.96 124 019 643 0.52

地市属 616 737 7 310 1.19 177 481 1 158 0.65

区县属 500 793 3 677 0.73 168 103 1 702 1.01

其他 5 297 40 0.76 1 711 16 0.94

合计 1 863 944 26 728 1.43 559 048 4 129 0.74

2.3　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的经济类型分布

按企业经济类型分类统计 , 其卫生人力配备情况见表 3。

表 3　湖南省有害作业企业卫生人力配备的经济类型分布

经济类型

卫生人力配备

职工

总数

卫生人

员　数

配备率

(%)

劳卫人力配备

接害人

员　数

劳卫人

员　数

配备率

(%)

　　全民 1 619 424 25 536 1.58 504 566 3 493 0.69

　　集体 232 850 1 064 0.46 50 247 569 1.13

　　三资 11 670 128 1.10 4 235 67 1.58

　　合计 1 863 944 26 728 1.43 559 048 4 129 0.74

2.4　不同人员规模企业的劳卫人力配备

　　按照卫生部 1980 年发布的 《全国职业病防治院 (所)工

作试行条例》 的要求 , “职工人数在5 000人以上的厂矿企业 ,

其职业病防治人员编制按1 000名职工配备 1 人;职工人数在

5 000人以下至1 000人以上的厂矿企业 , 可按每 800 名职工配

备 1 人;职工人数在1 000人以下的 , 要有专职或兼职人员分

管职业病防治工作” 。以此为标准 , 将本次调查企业按不同人

员规模分类 , 其劳卫人力的配备情况见表 4。

表 4　湖南省不同人员规模企业的劳卫人力配备

不同人员规模 企业个数 职工人数 劳卫人员数 企业数配比 达标企业数(%) 未达标企业数(%) 职工人数配比蔸

5 000人以上企业 41 510 125 469 11.44 16(39.02) 25(60.98) 0.92＊

1 000～ 5 000人企业 344 672 342 995 2.89 95(27.62) 249(72.38) 1.18＊＊

1 000人以下企业 2 306 681 477 2 665 1.16 1 828(79.27) 478(20.73) 1.16＊＊＊

　　＊:千分之一 , ＊＊:八百分之一 , ＊＊＊:企业数配比。

3　讨论

3.1　在湖南省有害作业企业的行业中 , 卫生人力配备率高的

一般是大中型企业较多的行业 , 如有色 、 兵器工业 、 冶金等

行业;配备率低的则是规模较小的区县属企业较多的一些行

业。劳卫人力配备率高的是比较重视劳卫工作的行业 , 如核

工业 、 兵器工业等。但未发现其他分布规律。因此 , 今后应

注意充实中小型企业的卫生人员和职业危害较重行业的劳卫

人员 , 以加强职工的医疗保健工作。

3.2　区县属企业的卫生人力配备率最低 , 但其劳卫人力的配

备率为最高 , 这并不说明区县属企业最重视劳卫工作 , 只是

因为区县属企业规模小 、 数量多 , 一般每厂 (矿)有一名专

(兼)职劳卫人员 , 其配备率就超过了大中型企业较多的地市

属企业。按平均每个企业配备劳卫人员计算 , 全省平均为

1.53 人 , 部属企业为 6.85 人 , 省属 2.80 人 , 地市属 1.32 人 ,

区县属 1.16 人 , 其他 0.64 人。

3.3　全民企业的卫生人力配备率最高 , 而其劳卫人力配备率

最低 , 主要也是因为其大中型企业较多所致。集体企业的卫

生人力配备率最低 , 而其劳卫人力配备率又较高 , 主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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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小型企业数量多所致。值得注意的是 , “三资” 企业的

卫生人力配备率和劳卫人力配备率都比集体企业的高 , 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三资” 企业比集体企业的经济状况要好 ,

对医疗保健工作比较重视。

3.4　5 000人以上企业 (下称一类企业)的企业数配比明显高

于其他两类企业 , 这与企业的人员规模大致相适应。各类企

业中的企业达标率与职工人数配比值不具有完全平行一致性 ,

如1 000 ～ 4 999人企业 (下称二类企业)及1 000人以下企业

(下称三类企业)的职工人数配比值较高 , 一类企业的最低

(未达标), 但一类企业的企业达标率都是居中的。 这主要是

各类企业中的各个企业的劳卫人员配备率的不均衡性所致。

按照卫生部提出的劳卫人员配备标准 , 二三类企业都达

到标准 (职工人数配比值>1), 尤其是三类企业的企业达标

率最高 (79.27%), 说明大型企业的劳卫 (职防)人员的配备

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而中小型企业的劳卫人力配备标准可考

虑适当提高。当然 , 根据 《企业法》 的规定和区域卫生规划

的指导思想 , 有关企业卫生机构和人员的配备属企业行为 ,

卫生部门的标准和建议属一种指导意见。但企业应根据自身

的卫生工作情况来配备相适应的机构和人员 , 以确保职工群

众的身体健康。

水泥粉尘对眼部影响的调查
Effects of Cement Dust on Eyes

何丽华 , 申晓辉
HE Li-hua, SHEN Xiao-hui

(浙江省萧山市卫生防疫站 , 浙江 萧山 311200)

　　摘　要:对 8 家水泥厂1 215名接尘工人的眼部损害情况

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 接尘工人的眼结膜和翼状胬肉明显高

于对照组 , 且与接尘工龄和接尘浓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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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水泥尘对工人的眼部损害情况 , 1997 年我们对

本市 8家水泥厂进行了调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接触组为 8 家水泥厂的1 215名接尘工人 , 其中男性 782

人 , 女性 433 人 , 年龄在 19 ～ 48 岁 , 平均年龄为 33.5 岁 , 接

尘工龄 2～ 20年 , 平均为 9.5 年。对照组为同厂的不接触粉尘

人员 , 其中男性802人 , 女性 401 人 , 年龄18 ～ 51 岁 , 平均年

龄为 35.2岁 , 工龄为 1 ～ 22年 , 平均为 10.4 年。

1.2　方法

1.2.1　粉尘检测　采用重庆产的 ACX-1型粉尘采样仪 , 滤膜

称重法测其粉尘浓度 , 记录采样时间为 2～ 10 分钟 , 采样流量

20L/min ,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采用焦磷酸重量法。

1.2.2　眼部检查　询问病史 , 接尘工人有否视力下降 、 眼部

不适感等情况。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查远视力 , 双裸眼视力分

别是 1.0以上者为正常 , 不足 1.0者为异常。对视力差者行检

影验光矫正到 1.0以上的为正常 , 矫正不足 1.0 者为异常。检

查角膜表面是否光滑 , 有无不平现象。用电筒集光斜照角膜

各部分 , 观察角膜有无异物 、 混浊和溃疡等。用单手翻转法

　　收稿日期:1998-01-08;修回日期:1998-09-28

作者简介:何丽华 (1965—), 女 , 主管医师 , 主要从事职业卫生

工作。

翻转眼睑 , 检查睑结膜有无充血 、 血管模糊 、 乳头 、 滤泡和

疤痕 , 球结膜有无出血 、 充血 、 胬肉等。

2　结果

2.1　车间粉尘浓度的检测

　　在 117 个作业点 , 采样样品 234 份 , 合格为 91 份 , 样品

合格率为 38.89%。不同工序的粉尘浓度以成球位最高 , 生熟

料破碎位及成品包装位其次 , 见表 1。

表 1　8家水泥厂主要作业场所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工　序 样品数 范围 (mg/m3) x±s

成球位 16 55.3～ 279.8 82.17±39.75

生熟料破碎位 18 67.2～ 250.2 81.60±42.50

成品包装位 21 37.2～ 119.4 42.18±34.53

其他位 179 2.0～ 38.7 6.50±39.05

合计 234 2.0～ 279.8 53.11±64.71

2.2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

采集有代表性的沉降尘 16 份 , 粉尘中游离 SiO2含量在

2.03%～ 12.1%之间 , 有 1份样品含矽量大于 10%, 主要是生

料部分。

2.3　眼部自觉症状

接触组自觉视力下降者 13 人 , 占 1.07%;眼部自觉有异

物感 9 人 , 占 0.74%, 对照组均没有发现。

2.4　视力

接触组视力不正常者 61 人 , 占 5.02%, 查健康档案这些

人上岗前双裸眼视力均正常 , 经检影验光视力均能矫正到正

常 , 对照组视力不正常者 52 人 , 占 4.32%。 统计学处理 P >

0.05。

2.5　眼部的发病情况

检查发现接尘工人的眼结膜炎和眼翼状胬肉明显高于对

照组。眼结膜炎以眼睑球结膜发炎为主 , 主要表现为睑结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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