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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应用职业流行病学方法 , 调查分析了尘肺发病指

标 , 评价 40年来本企业尘肺防治效果 , 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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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是冶金行业最严重的职业病。为了正确认识本企业

尘肺防治现状 , 探讨新时期粉尘治理重点 , 制定合理 、 科学

的规划 , 以实现 “全球消除矽肺国际规划” [ 1] 的最终目标 , 我

所开展了本次调查研究 , 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某钢铁公司主要粉尘作业场所历年的监测数据及接

尘工人健康监护资料 , 包括尘肺病例报告卡及作业条件分级

等资料。

1.2　方法

将所调查的单位按生产工艺特点分 4 个生产系统 , 以 4个

年代对尘肺发病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2　结果

2.1　主要作业单位粉尘浓度与合格率

本次共调查了 16 个厂矿 757 个粉尘岗位 , 浓度最高为

205.7 mg/m3 、最低为 0.1 mg/m3 , 点合格率为 44.4%～ 94.7%,

平均 76.7%。从历年变化趋势看 , 形成了两条凸凹曲线图形。

如耐火厂和某铁矿建厂初期粉尘浓度为 40.7 ～ 160.3 mg/m3 , 以

后逐年上升 , 70 年代达148.1 ～ 360.9 mg/m3 ,合格率由 30%下降

至 0;80年代以后粉尘浓度开始逐年下降 ,最低为 1.4 mg/m3 , 合

格率随之上升 , 最高为 90.5%。

2.2　粉尘作业条件分级

详见表 1。

表 1　粉尘作业岗位条件级别及接触人员分布状况

级别 岗位数 构成比% 接尘人数 构成比%

0 427 56.41 19 257 71.90

Ⅰ 236 31.18 4 636 17.31

Ⅱ 55 7.27 2 252 8.41

Ⅲ 22 2.90 289 1.08

Ⅳ 17 2.25 349 1.30

合计 757 100.00 26 783 100.00

　　表 1中的Ⅲ 、 Ⅳ级岗位 , 是粉尘污染较重的岗位 , 主要分

布在烧结厂原料车间 , 炼铁厂的料坑 、 Q1 ～ Q4 皮带 , 机械制

造总厂的配砂 、 混砂岗位及无缝厂顶头车间的混砂岗位。

2.3　尘肺发病特点

2.3.1　尘肺总体发病情况　共调查16 086人 , 截至 1999 年 ,

共发现尘肺患者 714 例 , 其中 Ⅰ期 607 例 , Ⅱ期 86 例 , Ⅲ期

21例 , 累计患病率 4.43%。尘肺死亡 182 例 (Ⅰ期 115例 , Ⅱ

期 52 例 , Ⅲ期 15例), 病死率 25.49%。尘肺合并结核 68例。

2.3.2　90 年代尘肺检出呈下降趋势 , 尘肺总检出率为 7.9‰。

60～ 90 年代中 , 70 年代最高为 19.3‰, 80 年代为 8.5‰, 90

年代降至 2‰, 平均逐年递减 5%。

2.3.3　60 ～ 90 年代尘肺发病工龄 、 患者寿命年限逐年延长 ,

见表 2。

表 2　60～ 90 年代 714例患者发病工龄及寿命年限

指标 例数 平均年限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例数 年限 例数 年限 例数 年限 例数 年限

平均发病工龄 714 22.8 47 11.2 312 20.2 280 23.2 75 31.9

平均死亡年龄 182 60.2 1 52.8 15 48.6 61 58.0 39 64.3

　　由表 2可知 , 90年代平均发病工龄 、 死亡年龄比 70 年代

分别平均延长了 11.7 年和 15.7年。

2.3.4　尘肺在各生产系统分布较广泛。 714 例尘肺大部分分

布在 4个生产系统 , 即矿山 、 原料 、 冶金和轧钢 , 原料系统比

例最高占 64.56%, 轧钢系统最低为 1.26%, 其中 604 例为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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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 占尘肺总数的 84.6%。

2.3.5　尘肺死因　182 例尘肺死因分析 , 呼吸系统疾病 72

例 , 肺癌 36 例 , 其他癌 21 例 , 心脑血管疾病 39 例 , 构成了

尘肺病人的主要死亡原因。

2.3.6　尘肺 0+比例较高 , 共发现1 628人 , 占接尘人数的

10.12%, 应作为尘肺的重点观察对象 , 也提示有可能再次出

现发病高峰的危险。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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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钢铁公司是 50年代末建厂投产的国有老企业 ,现有职工

10 万余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 ,工人的作业环境较差 , 粉尘浓度较

高。80 年代以后 , 防尘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 , 各级有关部门密

切配合 ,专业机构和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 , 在较短的时间内使

矿山的综合防尘工作有了较大改进 ,工厂实现了密闭 、通风 、除

尘和各种湿式作业防尘措施等 , 作业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如耐

火厂在综合治理以前粉尘浓度高达148.1 mg/m3 , 采取了综合防

尘措施后粉尘浓度降至 1.4 ～ 10.5 mg/m3。 90 年代尘点合格率

比80 年代提高了 10%。但从总的状况看 , 90 年代以后粉尘治

理无新的进展 ,少数厂矿粉尘浓度仍然较高。

从尘肺的检出情况看 , 随着粉尘浓度的降低 , 尘肺检出

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 至 90 年代下降到 2‰, 基本上控制了尘

肺高发的局面 , 但每年仍有 7 ～ 8 例尘肺出现 , 距国家规定的

尘肺检出率控制在 1‰以下 、 尘点合格率达 90%以上仍有一定

差距 , 实现 “规划” 目标仍需做很大努力 , 为此结合目前企

业的状况提出以下建议[ 2] 。

(1)加强对尘肺防治工作的领导 , 制定合理规划;(2)加

大执法力度 , 定期举办厂矿级主管领导干部劳动卫生学习班 ,

使其通晓卫生知识 、 法规 、 条例及所肩负的责任 , 卫生行政

部门制定年度治理指标及将监测率 、 合格率并列为综合考核

目标 , 定期向职工公布;(3)对粉尘危害较重的岗位 , 如Ⅲ 、

Ⅳ级岗 , 重点加大治理力度;(4)多渠道筹集资金 , 治理费用

应置于生产成本中 , 单独立项 , 专款专用;(5)大力开展防尘

和健康教育活动 , 组织厂矿领导 、 技术干部 、 广大工人参与

到这项活动中来 , 齐心协力 , 使防尘和健康工作跃上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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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市私有企业职业卫生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表

明 , 私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漠视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 绝大

多数工人未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 职业危害因素超标现象严

重 , 工人个人防护用品不全 , 易导致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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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私有经济迅速发展。 为摸清我市私有企业职

业卫生基本情况 , 我们于 1999 年 8 月～ 2000 年 8 月进行了专

项调查 , 结果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对所有正常运行的私有企业进行现场监督监测。所用仪

器均经省级计量部门测试合格。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 、 噪声

强度按 《卫生防疫工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册 , 毒物按 《车间

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第 3 版)进行采样分析。

2　调查内容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工人健康管理;职业危害因素种类

及强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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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企业 235 家 , 其中原镇 、 村办现已改制 (个人控

股)企业 25 家 、 私人办 210 家 , 用工在 100 人以下的小型企

业 208 家 , 100人以上 500 人以下的中型企业 21 家 , 500 人以

上的较大型企业 6 家。主要产品为织布 、 纺纱 、 服装 、 鞋类 、

玩具等。多数企业职工系 3 班 8小时工作制 , 少数为白班 8 小

时工作制 , 但常有加班现象。按行业用工多少依次为纺织 、

服装 、 玩具 、 制鞋 、 机械 、 化工 、 建材等。

3.2　职业卫生管理及工人健康管理

被查企业均未经卫生行政部门进行预防性卫生监督即投

入使用。较大型及中型企业的职业卫生工作多由职工医院

(厂医)或技术安全负责人代管 , 各乡镇经委无管辖权。企业

领导只重视产品质量 、 产量 , 忽视职业卫生管理 , 无相应制

度及检查考核细则。仅有 1 家企业由厂医对新就业人员进行

了健康检查 , 建立了健康档案 , 但查体项目针对性差。职工

基本的个人防护用品如工作服帽 , 防尘 、 防毒口罩等能够及

时发放 , 但防尘口罩不能坚持上班即戴;防毒口罩多数使用

不当 , 不能及时更换滤料 , 降低了防护效果;噪声防护措施

不力 , 仅有 1家大型企业为迎接检查配发了部分耳塞 , 其余噪

声超标单位均无防护设施。

3.3　职业危害因素行业分布及危害情况

235 家私有企业中 , 轻工业 (纺织 、 服装 、 玩具 , 制鞋)

159家 , 占 67.8%, 其他为机械 、 化工 、 建材等。主要职业危

害为噪声 、 粉尘 、 毒物 (苯系物 、 甲醛 、 氨 、 硫化氢 、 二氧

化硫 、 氯化氢), 本次调查共测噪声1 179个 , 合格点 711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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