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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哈尔滨某生产压力容器为主的机械厂进行了现
场劳动卫生学调查和健康检查。结果表明 , 车间空气中电焊

烟尘为 2.5 ～ 279.3 mg/ m3 , 锰为 0.07 ～ 9.42 mg/m3 , 氟为 0.6

～ 12.6 mg/m3 , 氮氧化物为 0.14 ～ 0.68 mg/m3;144 名受检电

焊工检出电焊工尘肺 10 例 (6.9%);慢性轻度锰中毒 3 例

(2.1%);尿氟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提示应进一步改

善电焊作业环境 , 消除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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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电焊作业产生的某些有害物质对电焊工人的慢性

危害 , 对某机械厂电焊作业场所进行了现场劳动卫生调查和

电焊工人体检。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电焊作业工龄5年以上的 144 名 (其中男 136

名 , 女 8 名)电焊工为调查对象 , 年龄 26～ 54 岁 , 平均年龄

44.1岁;选择该厂 62 名机加工人为对照组 , 年龄 25 ～ 53 岁 ,

平均年龄 42.5岁。

1.2　调查方法　电焊作业现场劳动卫生调查包括生产工艺 、

卫生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情况。作业环境空气中有害物质浓

度测定:电焊烟尘 , 滤膜重量法;锰 , 高碘酸钾法;氟化物 ,

氟离子选择电极法;氮氧化物 , 盐酸萘乙二胺比色法。

健康检查:包括询问职业史 、 既往病史 , 内科检查 , X

线胸片检查 , 对部分受检者做尿氟测定和拍摄脊柱和骨盆 X

线片。电焊工尘肺 X线诊断标准按 GB35906—86 , 慢性职业性

锰中毒诊断标准按 GB3232—82 , 工业性氟病诊断标准按

GB3234—82 , 电焊工慢性支气管炎诊断参照我国慢性支气管

炎诊断标准
[ 1]
。

2　结果

2.1　现场劳动卫生调查　焊接生产工艺 , 以手工电弧焊为

主 , 有少量气体保护焊和半自动埋弧焊。手工电弧焊主要用

J422和 J507两种焊条。电焊条用量 5 ～ 10 kg/ (人·日), 焊接

作业多为敞开式 , 有部分舱室作业 , 无局部通风除尘排毒设

施 , 个人防护除面罩仅戴纱布口罩。

电焊作业现场空气有害物质浓度测定结果见表 1。

2.2　健康检查结果

2.2.1　受检率　全厂电焊工龄5年以上者 155 名 , 受检者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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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受检率为 92.9%。

表 1　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测定结果 mg/m3

有害物质名称 样品数 浓度范围 平均浓度 超标率 (%)

电焊烟尘 87 2.50～ 279.30 36.60 82

锰 77 0.07～ 9.42 1.46 68

氟 19 0.60～ 12.60 3.45 24

氮氧化物 19 0.14～ 0.68 0.23 0

　　注:最高容许浓度电焊烟尘 6 mg/m3 , 锰 0.2 mg/m3 , 氟 1.0 mg/

m3 , 氮氧化物 5 mg/m3。

2.2.2　体检结果　检出电焊工尘肺10例 (其中Ⅰ期 9例 , Ⅱ

期1 例), 检出率为 6.9%, 发病工龄 12 ～ 28 年 , 平均发病工

龄为 17.5年 , 另外还检出 0+24 例。检出慢性职业性轻度锰

中毒3 例 , 检出率为 2.1%, 平均接毒工龄为 26 年;检出观

察对象 8例。对 25 名主要使用 J507 焊条 (含氟化钙)工龄在

15 年以上的电焊工拍摄了脊柱和骨盆 X 线片并测定了尿氟 ,

结果在 X 线骨片上未发现有工业性氟病的改变 , 但尿氟平均

值焊工组为 0.72 mg/ L , 明显高于对照组 0.44 mg/L (P <

0.025)。电焊工中检出慢性支气管炎33例 , 检出率为 22.9%;

对照组检出 5 例 , 检出率为 8.0%;经 χ2 检验 , 两组间差异

有显著性 (P <0.025);且检出率随工龄增长而增加 , 5 ～ 15

年组为 33.3%, 25 年以上组达 40.0%。

3　讨论

3.1　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水平　现场测定电焊烟尘平均

质量浓度36.6 mg/m3 , 远远超过某造船厂船身大合拢作业现场

浓度的报道 (23.6 mg/m3)[ 2] , 样品超标率也很高 (达 82%),

最高浓度达 279.3 mg/m3 , 超标 45.5 倍;锰的平均质量浓度

1.46 mg/m3 , 样品超标率 68%, 最高浓度 9.42 mg/m3 , 超标

47.1倍;氟的平均质量浓度 3.45 mg/m3 , 样品超标率 24%,

最高浓度 12.6 mg/m3 , 超标 12.6 倍。其主要原因是该厂电焊

作业量大 , 作业点较密集 , 缺乏局部通风除尘排毒设施。

3.2　职业危害的水平　本次调查电焊工尘肺检出率6.9%;检

出慢性职业性轻度锰中毒 3例 , 检出率 2.1%, 均高于国内有

关类似报道[ 2] 。本次调查还发现 25 名受检者尿氟 (0.72 mg/

L)明显高于对照组 (0.44 mg/ L);检出慢性支气管炎 33 例 ,

检出率为 22.9%, 处于较高的检出水平[ 3 , 4] 。

上述结果提示:电焊作业部分工人身体健康已受到危害 ,

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为此 , 要求该厂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

降低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 , 作好工人健康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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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 对莱钢尘肺病患病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尘肺病发病率高低与接尘工龄及粉尘的性质和

浓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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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莱芜钢铁公司尘肺病发病情况 , 对 1980 ～

2000年全公司尘肺病患病情况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 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对莱钢集团公司所属的 18个厂矿 1980 ～ 2000 年期间的接

尘作业工人健康查体结果和生产环境中粉尘的监测结果等数

据进行整理分析。尘肺病人个人资料来源于科室档案 、 各厂

矿劳工科和卫生所;对于不完整的尘肺病例资料进行走访或

者发信函 , 调查职业病患者本人和其家属 , 确保资料的真实

可靠。全部资料输入微机 , 整理成 Foxbase 数据库 , 用 SAS 软

件进行检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莱钢集团公司所有厂矿中, 历年从事粉尘作业

的有2 243人 ,每年应进行体检人数约1 100人 ,每年实际完成健康

体检人数约 950 人 ,占应查接尘人数的 86.36%。历年来 , 累计总

查体人数为2 209人 ,占总接尘人数的 98.48%。1976年起有尘肺

新发病例 , 2000 年尘肺累积 105 例 ,患病率 4.68%。累积死亡 12

人, 占尘肺病例的11.43%。尘肺合并肺结核7 例, 占尘肺病例的

6.67%。累积0+病例172 例, 占总检查人数的7.79%。尘肺病例

主要集中于原从事矽尘作业的矿山掘进工(27 例)、凿岩工(25

例),分别占相应接尘总数(283 人)的 9.54%、8.83%。全公司现

患病例是 93例 ,占总检查人数的 4.21%。

2.2　尘肺种类　全公司有矽肺 、 铸工尘肺 、 电焊工尘肺 3

种。见表 1。

2.3　病期分布　全公司现患 Ⅰ期尘肺83例 , Ⅱ期尘肺 10 例。

Ⅰ 、 Ⅱ期分别占尘肺总数的 89.2%、 10.8%。

2.4　各种尘肺合并肺结核情况　Ⅰ期尘肺与Ⅱ期尘肺合并肺

结核的差异无显著性 (P >0.05), 3 种尘肺合并肺结核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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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性 (P>0.05)。

表 1　各种尘肺病病例构成

尘肺病种类

累计病例 现患病例 死亡病例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矽肺 92 87.62 81 87.10 11 91.67
铸工尘肺 12 11.43 11 11.83 1 8.33
电焊工尘肺 1 0.95 1 1.08

2.5　3种尘肺在工龄组中的分布情况　矽肺 、 铸工尘肺在各

工龄组之间的患病率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均有 P<0.005);矽

肺 、 铸工尘肺在 10 ～ 年 、 20 ～ 年 、 30 ～ 年等各工龄组内的患

病率差异具有显著性 (均有 P<0.05), 见表 2。

表 2　各种尘肺在接尘工龄中的分布情况

接尘工龄

(年)

检查

人数

矽肺 铸工尘肺 电焊工尘肺

例
数

患　病
率(%)

例
数

患　病
率(%)

例
数

患　病
率(%)

0～ 1 253　 1 0.08
10～ 568　 26 4.58 1 0.17
20～ 265　 51 19.25 6 2.26
30～ 82　 11 13.41 5 6.10
40～ 41　 3 7.32 1 2.44

2.6　各期尘肺的平均接尘工龄关系　Ⅰ 、 Ⅱ期尘肺的发病人

数分别为 95 人 、 10 人 , 平均接尘工龄分别为 (35.8±7.6)

年 、(36.7±1.3)年。接尘工龄越长病情越重 , 各期尘肺的平

均接尘工龄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0.01)。

2.7　各种尘肺平均发病工龄　矽肺 、 铸工尘肺平均发病工龄

分别为 (23.0±7.4)年 、 (27.4±6.7)年 , 平均发病工龄比

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

2.8　生产环境粉尘监测结果　1980～ 2000年对公司部分粉尘

危害大的厂矿进行了生产环境粉尘浓度测定。实测点 459 个 ,

合格点 276 个 , 合格率 60.13%;超标点 183 个 , 超标率

39.87%, 超标最高倍数达 78.63 倍 , 可见粉尘危害还很严重。

3　小结

目前 , 莱钢集团公司尘肺有 3 种 , 矽肺发病率最高 , 其

次为铸工尘肺 , 电焊工尘肺发病率最低。尘肺病例主要集中

在长期接触高浓度粉尘作业的工人中 , 其中掘进 、 凿岩工种

发病率较高。尘肺病例死亡率以矽肺最高。 尘肺合并肺结核

以铸工尘肺最高。 Ⅰ期尘肺合并率高于 Ⅱ期尘肺。尘肺发病

率高低与所接触的粉尘的性质和浓度有关。粉尘浓度近几年

来随着防护措施的加强而不断降低 , 但是其危害仍十分严重 ,

还需要进一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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