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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收集整理露天铁矿采矿工人生产环境监测资料

及职业医学检查结果的基础上 , 探讨了肺内粉尘存留量与尘

肺发病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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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铁矿采矿工人尘肺问题 , 国内外文献较少。 至于这

类尘肺发生发展的流行病学规律 、 病因和病变之间的剂量-反

应关系 、 尘肺X 线表现等尚未见系统的描述和研究。本文收

集整理了本钢某铁矿露天采矿工人生产环境监测资料及历年

职业医学检查结果 ,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1　粉尘监测和接触粉尘情况

该露天铁矿为强化开采大型矿山。全部机械化生产 , 其

流程为钻孔 、 爆矿 、 铲装和运输矿石。作业环境中粉尘主要

来源于运矿汽车 、 钻机和电铲以及这三大机械驾驶室内二次

扬尘。

1.1　环境粉尘浓度

该露天铁矿自 1956 年始 , 即采用机械化开采 , 除路面洒

水外三大采矿机械设备无防尘设施。 1976 年后部分司机室采

用密闭装置 , 除尘效果也不稳定 , 因此钻机 、 电铲和运矿汽

车司机室的环境粉尘浓度变化不大 (表 1)。三大机械以运矿

汽车司机室粉尘浓度最高 , 平均在 10 mg/m3 以下 , 最近 10 年

平均在 2.0 mg/m3 左右。 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约占 30%, 粉

尘粒度 5μm 以下者占 60%～ 80%。

表 1　采矿三大机械生产环境粉尘浓度 mg/m
3

时间

(年)

钻机司机室

样品 平均 最低 最高

电铲司机室

样品 平均 最低 最高

运矿车司机室

样品 平均 最低 最高

1971 2 8.6 5.1 12.2 1 9.6

1973 4 3.4 1.1 6.5 3 16.5 1.5 46.6 5 7.4 3.0 19.0

1975 7 2.3 0.4 3.5 20 9.3 2.5 37.8 11 9.7 4.1 16.2

1976 3 3.5 1.1 6.5 10 9.6 2.3 19.6 5 7.5 3.0 19.2

1977 24 2.2 0.5 10.2 15 1.9 0.7 6.5 4 2.0 0.7 3.8

1978 17 1.7 0.6 4.4 11 2.9 1.0 6.2 4 1.7 1.0 3.2

1979 20 1.5 0.5 4.9 97 2.6 0.5 18.0 206 2.6 0.6 7.5

1980 54 1.2 0.3 2.8 81 1.8 0.3 11.2 193 2.5 0.6 7.8

1981 66 1.3 0.3 4.5 102 1.5 0.4 12.0 237 2.5 0.4 8.7

1982 32 1.3 0.4 3.6 45 2.4 0.4 11.3 117 2.6 0.4 10.0

1983 47 1.3 0.4 7.3 22 1.7 0.4 11.3 266 2.4 0.4 11.9

1984 50 1.2 0.4 6.8 90 2.3 0.3 12.5 189 2.6 0.5 12.9

1985 52 1.3 0.5 5.1 88 1.9 0.4 12.0 218 2.7 0.5 10.1

1.2　接触浓度

三大机械司机每班接触浓度 , 以电铲为最高 , 平均为 29.2

mg/m3;钻机司机较低 , 为 18.5 mg/m3。但每班可吸入粉尘量

及肺存留量以及年存留量的估计值[ 1] , 却以运矿汽车司机较

高 , 分别为 121.2 mg , 2.4 mg和 0.72 g , 其次为电铲和钻机司

机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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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采矿三工种接触粉尘情况

工种 样品
环境平

均浓度

接触平

均浓度

估计每班可吸

入粉尘 (mg)

估计每班肺存

留尘量 (mg)

年存留

量 (g)

钻机 37 3.7 18.5 57.6 1.2 0.36

电铲 12 7.3 29.2 113.3 2.2 0.66

运矿 25 8.6 25.8 121.2 2.4 0.72

2　尘肺发病情况

自 1956 年起一直接尘到现在的露天采矿纯工种 (无井下

职业史)接尘工人累积 336 名。将其历年尘肺普查胸片 ,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 X线诊断标准》 诊断。0+23 例 , 累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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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率为 6.8%;Ⅰ期矽肺 5 例 , 患病率 1.5%。

2.1　尘肺发病与接触粉尘量的关系

5 名Ⅰ 期矽肺病人 , 电铲司机 3 名 , 运矿汽车司机 2 名 ,

钻机岗位尚未诊断。 Ⅰ期矽肺平均接尘工龄为 21.7 年 , 最短

15 年 , 最长 26年。发病时平均年龄为 49.3 岁 , 最小 42.9 岁 ,

最大 54.2岁。肺内粉尘存留量 , 3 名电铲司机分别为 10.34 g、

16.50 g和 17.60 g , 2 名运矿汽车司机分别为 14.22 g 和 15.54 g

(表 3)。5 名病人平均为 14.84 g , 0.95下限值为 11.36 g , 即肺

内铁矿尘存留量达到 10 g左右 , 便可能发生Ⅰ期矽肺病变。

表 3　采矿工人Ⅰ期矽肺肺内粉尘存留量

工种 接尘工龄 (年) 发病年龄 (岁) 肺粉尘存留量 (g)

电铲 15.7 45.5 10.34

25.0 51.9 16.50

26.7 52.1 17.60

运矿 19.8 54.2 14.22

21.6 42.9 15.54

平均 21.7 49.3 14.84±1.225

2.2　尘肺 X线形态特征

23 例 0+和 5例Ⅰ期矽肺的胸片 X 线改变 , 主要是尘肺小

阴影中的 p和 s。28 例中有 17例属 p/ s 影 , 11 例为圆形小阴影

中的 p 影 (表 4)。密集度多在1/0 或 0/1 的分级内。分布范围

以两肺中区较多 , Ⅰ期矽肺病例也只有达到 2 个肺区 , 仅 1 例

达到 3 个肺区。未见其他可记录的病变。

表 4　采矿工人0+和Ⅰ期矽肺的胸片 X线改变

工种
0+ (23例)

p q r p/ s t u

Ⅰ期 (5例)

p q r p/ s t u

钻机 3 4

电铲 2 2 1 2

运矿 5 7 2

10 13 1 4

3　小结

本文结果显示 , 露天开采铁矿的工人在环境粉尘浓度 3 ～

10 mg/m3、 接尘工龄 15 年以上 、 估计肺内粉尘存留量达到 10 g

以上 、 接尘开始后平均 20 年 , 有发生矽肺的可能 , 发生矽肺

的几率大约在 1.5%以下 , 矽肺的 X线形态改变 , 以尘肺小阴

影中的 p 和 s 为主 , 密集度多属 1级 , 分布范围在 2～ 3 个肺区

之间 , 未见Ⅱ 、 Ⅲ期和并发肺结核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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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3年对临海市 103 家企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 , 通过监测显示各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病危害 ,

较大部分企业的硬件 、 软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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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职业病防治法》 的颁布及其配套法规 、 标准的出

台 , 政府对企业的卫生状况更加关注[ 1] 。为此 , 2003 年对临

海市企业的监测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扩展到民营企业 , 以便全

面掌握全市各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 , 为执法监督提供资

料。

1　对象与方法

2003年对临海市 103 家企业 (其中化工企业 30 家 , 轻工

企业21家 , 机械企业 29 家 , 其他企业 23 家)进行了职业病

危害因素现场监测。 监测项目包括毒物 28 种[ 2 ～ 4] , 438 个监

测点 , 共 876 件样品;生产性粉尘 12 种 , 171 个监测点 , 共

684 件 样 品;噪 声 监 测 了 306 个 点 (其 中 稳 态 噪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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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个点 , 非稳态噪声 102 个点)[ 5] 。

作业场所的毒物和粉尘监测方法按 《工作场所有害物质

监测方法》 要求进行 , 噪声测定按 WS/ T69-1996 要求进行。

毒物和粉尘按MAC 、 TWA及 STEL限值进行评价 , 超过其中的

任一限值就为不合格[ 6] 。 噪声按 GBZ1—2002 要求进行评

价[ 7] 。

2　结果

2003年全市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见表 1、 表 2。

表 1　不同企业类型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企业

类型

毒物

测定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

率%

粉尘

测定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

率%

噪声

测定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

率%

化工 101 67 66.3 — — — 49 46 93.8

轻工 78 69 88.4 76 48 63.1 61 53 86.8
机械 97 86 88.6 72 52 72.2 146 106 72.6

其他 162 142 87.6 23 20 86.9 50 45 90.0
总计 438 364 83.1 171 120 70.1 306 250 81.7

　　从表 1 可看出 , 毒物监测点合格率为 83.1%, 其中化工

企业合格率最低;粉尘监测合格率为 70.1%, 其中轻工企业

合格率最低;噪声监测合格率为 81.7%, 其中机械企业合格

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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