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不同工种噪声测定结果

组别　　　 工种 测定点 LAeq[ dB(A)]
超标
点数

非稳态噪声组 校正 、冷作 3 95(峰值 105) 3

冷焊 6 82(峰值 89) 2

钻(磨 、铆)工 7 83(峰值 88) 3

稳态噪声组 锯木 、切片 、筛选 7 　96～ 100 7

制浆巡视 10 　83～ 86 1

复卷操作工 7 　84～ 86 2

压光操作工 6 　88～ 91 3

打包 3 　85～ 87 2

卷包挡车 20 　77～ 92 5

卷包主机 18 　84～ 87 13

表 2　两组工人听力损害分析

组别
CNE

(x±s)

检查

人数

听力损

失人数

损失率

(%)

听力损

伤人数

患病率

(%)

非稳定噪声组95.58±5.67 　94 62 65.96＊ 2 2.13
稳态噪声组 94.15±3.80 300 78 26.00 1 0.33

　　＊χ2=49.886 , P<0.001

表 3　两组工人听力损失分级构成比

级别
非稳态噪声组(188只耳) 稳态噪声组(600只耳)

听损耳数 构成比(%) 听损耳数 构成比(%)

Ⅰ级 44 43.14 80 70.80
Ⅱ级 32 31.37 28 24.78
Ⅲ级 22 21.57 3 2.65
Ⅳ级 1 0.98 0 0.00
Ⅴ级 3 2.94 2 1.77
合计 102 100.00 113 100.00

2.3　听力损害男女性别间比较

经χ2检验 ,稳态噪声组男女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

2.4　累积噪声暴露量与听力损失检出率的关系

由表 4 可见 , 两组听力损失检出率均随累积噪声暴露量的

增加而增高(χ2趋势=12.922 , P =0.000),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3　讨论

本次调查394名接触不同类型噪声作业工人 , 其中140人

表 4　累积噪声暴露量与听力损失的关系

累积噪声暴露量

(CNE)

非稳态噪声组 稳态噪声组

检查

人数

听力损

失人数

检出率

(%)

检查

人数

听力损

失人数

检出率

(%)

85～ 9 4 44.44 9 1 11.11
90～ 31 17 54.48 133 23 17.29

95～ 30 22 73.33 106 29 27.35
100～ 9 7 77.78 47 23 48.94

105～ 15 12 80.00 5 2 40.00
合计 94 62 65.96 300 78 26.00

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 , 总检出率为 35.53%。 3 人被诊断为听

力损伤 ,总患病率 0.76%。由于接触噪声类型不同 , 采用等能

量累积噪声暴露量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工人噪声暴露与听力

损伤的关系[ 1] 。通过累积噪声暴露量还可以看出 ,听力损失的

检出率随着累积噪声暴露量的增加而增高 , 呈现剂量-反应关

系 , 与赵一鸣 、丁茂平等调查结果相符[ 1 , 3] 。 3 名听力损失工人

的累积噪声暴露量均在 97(dB[ A] ·年)以上。因此 , 采用等能量

噪声暴露量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噪声暴露的实际情况 , 将其应用

于噪声对人体危害评价 , 结果会更客观 、合理[ 4] 。

本次调查发现 , 非稳态噪声组听力损失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稳态组 , 现患比 2.54 , OR 值 5.514 , 差异有极显著性(P <

0.001),与丁氏研究结果相似[ 3] ,认为非稳态噪声的危害大于稳

态噪声。

(本文承蒙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吴安生主任医师

的审阅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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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 2004年某机械集团工伤事故的调查分析
Survey and analysis on occupational accidents during 1980 ～ 2004 in a certain machin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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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机械集团发生的工伤事故进行了回顾性调查。

资料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工伤事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夏季

高发 , 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以物体打击和机械伤害为主 , 受

伤部位以上肢最多;违章作业是引起伤害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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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劳工组织 2002 年 5 月 24 日在日内瓦发表的公告称 ,

全球每年大约有 2.7 亿工人发生工伤 , 其中约 36万人死亡[ 1] 。

我国每年大约有 70 万人死于各类伤害 , 企业伤亡事故每年 2

万起左右 , 死亡近 2 万人[ 2] 。现将某机械集团 1980 ～ 2004 年

间发生的工伤事故进行回顾性调查 , 分析发生规律和主要原

因 , 以防止同类事故重演。

1　资料和方法

收集该企业 1980 年 1月至 2004 年 12月间上报的工伤事故

个案资料和各年年末的职工人数 。根据国家《企业职工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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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分类》 标准[ 3] , 工种按 《劳动力市场职业分类与代码》 [ 4]

进行分类。所有资料用 SPSS10.0 软件进行分析 , 工伤事故月

份 、 时点用圆形分布角均数均匀性检验假设。

2　结果

2.1　工伤事故基本情况

1980～ 2004年间共登记工伤 890 例 , 其中轻伤 857 例 、 重

伤25 例 、 死亡 8 例。 结果见表 1。 80 年代 、 90 年代 、 2000 ～

2004年段工伤率 、 轻伤率逐段下降;而重伤率 、 死亡率有所

波动 , 2000～ 2004年段有上升现象。

表 1　工伤事故基本情况统计

年份
职工

总人数

轻伤

人数

轻伤率

(‰)

重伤

例数

重伤率

(/105)

死亡

例数

死亡率

(/105)
总例数

总发生

率 (‰)

1980～ 205 477 521 2.54 15 7.30 5 2.43 541 2.63

1990～ 206 876 233 1.13 6 2.90 2 0.97 241 1.16

2000～ 95 771 103 1.08 4 4.18 1 1.04 108 1.13

合计 508 124 857 1.69 25 4.92 8 1.57 890 1.75

2.2　事故类别

按国家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3] , 将事故分为物

体打击 、 机械伤害 、 坠落 、 操作性事故 、 其他 (包括有灼烫 、

电击 、 坍塌和一些不明的事故)等5 类。各工伤类别分布情况

见表2 , 其中物体打击和机械伤害均大于 60%;而 2000 ～ 2004

年段操作性事故仅占 0.94%。

2.3　时间分布

工伤事故 1981 年最多 , 2002 年最低 , 总体呈下降趋势。

事故时间经圆形分布角均数均匀性检验 , 7 月份事故多发;在

每个月上 、 中 、 下旬依次增多 , 以月末最高;时点以 9～ 10 时

工伤事故发生较高 , 占 24 h 总工伤人次数的 32.0%, 差异有

非常显著意义 (经圆形分布角均数检验 , r=0.520 3 , P <

0.01)。

2.4　人群分布

　　发生工伤事故的 890 名工人中 , 男性 717 人 (80.56%),

女性 173 人 (19.44%)。男性工伤者年龄 (37.5±9.9)岁 , 40

岁以下的占 59.98%;女性 (34.7±7.9)岁;各年龄段之间工

伤构成差异有显著意义 (χ2=21.53 , P<0.01), 见表 3。 高

中文化水平工人的工伤事故所占比例最多 (40.7%), 初中

(40.1%)、 小学 (9.6%)、 大学及以上 (9.6%);工伤事故以

中级技术的职工 (40.1%)最多。

表 2　工伤类别分布

工伤

类型

1980～ 1990～ 2000～ 2004 合计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物体打击 209 39.7 90 38.8 50 47.17 349 40.44

机械伤害 163 31.0 65 28.0 30 28.30 258 29.90

坠落　　 58 11.0 41 18.1 7 6.60 106 12.28

操作事故 29 5.5 10 4.3 1 0.94 40 4.63

其他　　 67 12.8 25 10.8 18 16.98 110 12.75

合计 526 100.0 231 100.0 106 100.0 863 100.0

表 3　受伤情况的性别 、 年龄分布

年龄

(岁)

男 女 合计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30 197 27.48 55 31.79 252 28.32

41～ 233 32.50 70 40.46 303 34.04

41～ 195 27.20 46 26.59 241 27.08

>51 92 12.83 2 1.16 94 10.56

合计 717 100.0 173 100.0 890 100.0

2.5　受伤部位

上肢是较易受伤的部位 , 其次为头 、下肢 、躯干。钳模工 、机

床加工 、铸锻工、机修工以上肢受伤最多 ,焊工 、电工 、热处理工种

等以头部受伤最多(见表 4);以发生骨折(42.9%)为主 , 其次为压

挫伤(21.4%)、割裂伤(15.8%)等。

表 4　工伤事故工种 、 受伤部位分布

工种
头部 上肢 下肢 躯干 合计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钳模工 58 29.74 74 37.95 41 21.03 22 11.28 195 100.0

机床加工 61 32.45 88 46.81 23 12.23 16 8.51 188 100.0

铸锻工 13 18.06 38 52.78 14 19.44 7 9.72 72 100.0

焊工 13 46.43 10 35.71 4 14.29 1 3.57 28 100.0

电工 23 44.23 15 28.85 9 17.31 5 9.62 52 100.0

热处理工 15 50.00 12 40.00 3 10.00 0 0.00 30 100.0

机修工 15 30.00 21 42.00 6 12.00 8 16.00 50 100.0

其他 72 28.13 71 27.73 66 25.78 47 18.36 256 100.0

合计 270 31.00 329 37.77 166 19.06 106 12.70 871 100.0

2.6　技术 、 安全教育与主要原因

本次调查885名工伤者中 , 受过三级安全教育 (公司级 、

车间级 、 班组级)的工人逐年增加 , 其构成比由 80 年代的

38.92%上升到 2000 ～ 2004年段的 77.98%。工伤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依次是 , 违章作业 (39.81%), 个人安全意识不足

(26.15%), 缺乏检查 (14.60%), 组织不当 (10.72%), 设备

缺乏 (8.72%)。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 , 机械企业事故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1)工伤事故季节分布以夏季 , 尤其 7月份多发 , 可能与高温

环境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影响操作过程的准确

性 、 协调性 、 反应速度[ 5] , 及工人睡眠状态欠佳 、 易疲劳 、 注

意力不集中等因素有关[ 6] ;工伤事故有集中于 9 ～ 10 点的趋

势 , 该时点正处于工作集中高效 , 往往容易忽视安全。(2)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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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明显多于女性 , 与男性通常从事危险大 、 强度大的工作有

关;年龄以 31～ 40 岁年龄组 (34.04%)最多 , 与文献报道一

致[ 5] , 这与该年龄段职工人数构成较多 , 是生产的骨干力量 ,

处理精 、 难 、 险活较多有关。(3)工伤事故主要分布在高中和

初中文化水平 , 以中级技术的职工最多 , 这与工人文化程度构

成有关 , 小学和大学以上的工人所占比例较低。(4)工伤事故

类别为物体打击为主 (40.44%), 大多数工种以上肢受伤为

主 , 这与机械行业工作性质多为上肢操作有关 , 并与文献报道

一致[ 7] 。

引起工伤事故的最主要原因是违章作业 , 其次为个人安全

意识不足和缺乏检查等。建议企业制订有效的安全生产操作规

程 ,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 组织职工检查工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事故隐患 , 科学地 、 合理地组织劳动 , 保证工人有足够的休息

时间 , 以避免工伤的发生和减轻伤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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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矿区尘肺结核患者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调查
Survey on drug-resistanc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suffered from

pneumoconiosis complicated with tuberculosis in Huainan coal min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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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择改良罗琴培养基 (L-J)培养结核杆菌阳性结

果的201例 , 进行药敏实验。结果总耐药率为 72.14%(145/

201);5 种药物的耐药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利福平 (76.62%,

154/201)、 异烟肼 (69.15%, 139/201)、 链霉素 (64.68%,

130/201)、 乙胺丁醇 (58.71%, 118/201)、 对氨基水杨酸

(49.25%, 99/ 201);耐多药率为 66.67% (134/201)。 提示淮

南矿区尘肺结核患者中结核杆菌耐药显著 , 临床治疗时必须

进行药敏试验 , 筛选用药。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药敏试验;耐药性;尘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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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因滥用抗结核药物和艾滋病病毒

(HIV)等感染而导致全球性结核病疫情回升[ 1] 。耐药结核病

已成为当前结核治疗及控制的难题之一。为了解本地区尘肺

结核病人的耐药情况 , 指导临床治疗 , 我们进行了调查。

1　材料和方法

1.1　标本

2001年 2 月～ 2004 年 6 月 , 收集我校附属医院和淮南矿

业集团第一职工医院住院尘肺结核病人的痰标本 , 用改良罗

琴培养基
[ 1]
培养 , 检出 201株结核分枝杆菌阳性标本 , 病人年

龄 35～ 71岁 , 平均 51.4岁 , 均为男性。质控菌株为 H37Rv。

1.2　材料与方法

将抗结核药物分别溶解后加入改良罗琴培养基中 , 置血清

凝固器中 , 85 ℃1 h , 制成含有特定药物浓度的药敏培养基。 5

种药物的浓度分别为:利福平 50 μg/ ml 、异烟肼 1 μg/ ml 、链霉素

10μg/ ml、乙胺丁醇 5μg/ ml、对氨基水杨酸 1 μg/ml。

采用绝对浓度间接法[ 2] 。挑取待检菌落 , 用灭菌生理盐

水制成 0.1 mg/ml的细菌悬液 , 取 0.1 ml菌液分别接种于各只

培养基中 , 并接种无药物的改良罗琴培养基作为阴性对照 ,

质控菌株操作相同 , 35℃孵育 , 6 周观察结果。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2.0 系统。

2　结果

5种药物的耐药标准分别为利福平 50μg/ml、 异烟肼 1μg/

ml、 链霉素 10 μg/ml 、 对氨基水杨酸 1 μg/ml 、 乙胺丁醇 5 μg/

ml。阴性对照管中菌落生长良好者 , 每种含抗结核药培养基上

生长 10 个菌落以上者为耐药[ 2] 。药敏结果见表 1。

表 1 中利福平耐药率为76.62%, 异烟肼为 69.15%, 两者

耐药率作χ2检验 , 结果 P =0.092 , 按 α=0.05 , P>α, 说明

两者耐药率差异无显著性。 同时 , 利福平耐药率分别与链霉

素 、 对氨基水杨酸和乙胺丁醇的耐药率作 χ2 检验 , 结果均为

P<0.05 , 按 α=0.05 , P<α, 说明其耐药率差异有显著性。

在 201 株结核分枝杆菌中 , 总耐药率为 72.14%, 5 种药

物的耐药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利福平 、 异烟肼 、 链霉素 、 乙胺

丁醇 、 对氨基水杨酸。同时 , 在 154 株利福平耐药菌株中 , 同

时耐 异 烟 肼 的 110 株 (71.43%), 耐 链 霉 素 的 79 株

(51.30%), 耐乙胺丁醇的98株(63.64%), 耐对氨基水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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