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工作由生产科 、 各车间负责管理 , 并形成制度 , 保证防尘防

毒设施的正常运行和设备保养。工人上岗前进行安全卫生教

育 , 对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进行监督检查 , 每两年组织一次职工

健康体检 , 并定期对作业场所进行监测。

2.2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设 1个粉尘作业检测点 , 球磨作业位检测粉尘浓度为 4

mg/m3 , 游离 SiO2 6.8%, 未超标。二车间酸洗间的氯化氢最

高浓度为 1.6mg/m3 , 未超标。氟化氢最高浓度检测超标率达

80%, 最高超标 35倍 (一车间 1号分解槽), 结果见表 1。氨

气作业检测点的氨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检测超标率达

40%, 最高超标 4.5倍 (氨气沉淀间)。结果见表 2。

表 1　2006年车间氟化氢检测结果 mg/m3

检测岗位 氟化氢

三车间煅 2号炉 6.0＊

一车间 3号分解槽 22.6＊

一车间 1号分解槽 72.0＊

一车间矿浆萃取槽 8.8＊

一车间清萃槽 0.7

　　注:氟化氢 MAC卫生限值为 2mg/m3 , ＊为监测超标点。

表 2　2006年车间氨检测结果 mg/m3

检测岗位 氨

氨气处理槽 (东) 20.9＊

氨气处理槽 (西) 17.4

氨气罐处 0.6

氨气沉淀间 109.5＊

二楼充氨气 0.9

　　注:氨 TWA卫生限值为 20mg/m3。

2.3　健康监护体检结果

2.3.1　全厂职工 268人 , 其中直接从事钽铌冶炼工作 130人

参加了职业健康监护体检。主要异常检出结果:咽炎 /慢性咽

炎 (39.3%)、 鼻炎 (21.2%)、 肾结石 (10.30%)、 脂肪肝

(7.40%)、 高血压 (6.20%)。

2.3.2　职工既往死亡登记及死因构成　该厂 1982年至今职

工死亡 20例 , 粗死亡率为 4.79‰, 其中恶性肿瘤 11人 (肺

癌 6人 、 肝癌 2人 、 白血病 1人 、 膀胱癌 1人 、 脊髓癌 1人),

占死亡人数的 55.0%;肺癌粗死亡率为 1.44‰。标化死亡比

例比 (SPMR)恶性肿瘤 161.7, 肺癌 308.6, 其中男性恶性

肿瘤 153.6, 肺癌 279.1。

3　讨论

3.1　根据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 和 《高

毒物品目录》 (卫法监发 [ 2003] 142号), 该厂精矿前处理

车间属于高毒作业场所。氟化氢超标岗位较多 , 沉淀池的氨

气超标 , 建议进一步加强车间的抽排通风措施 , 以降低空气

中氟化氢及氨的浓度。应定期对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浓度进行测定 , 加强对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日常维护 , 避

免因防护设施不能正常运行而发生职业性中毒事故。

3.2　管道阀门较集中的车间 , 应明确标识 , 防止因误操作而

出现中毒事故。应设置中毒事故救援预案 , 并在生产现场设

置应急喷淋和洗眼装置。

3.3　职工健康监护资料显示 , 作业人员呼吸道黏膜炎症

的患病率较高 , 可能与车间存在的氟化物 、 氨 、 氯化氢等

刺激性气体损害有关 [ 1] 。 铀 、 钍化合物均能导致恶性肿

瘤 [ 2] , 该厂职工标化死亡比 (SPMR)恶性肿瘤 161.7,

肺癌 308.6, 是否与废渣出料暂存点和存放池含有微量的

铀 、 钍化合物有关 , 由于观察年限短 、 样本小 , 尚需进一

步观察 。同时请有关放射卫生监测评价机构进行监测 , 以

保护作业人员的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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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农民工尘肺患病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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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4 ～ 2007年对 62家单位 1 688名农民工进行职

业健康检查 , 发现尘肺 0+249例 , Ⅰ 期 66例 , Ⅱ期 33例。

表明从事粉尘作业的农民工尘肺患病严重 , 应加强此类群体

的健康监护工作。同时 , 脱尘后农民工健康监护的问题亦不

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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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随着用工机制的改变 , 农民工患职业病日益

突出 , 尤其是接触粉尘作业工人的职业危害已成为社会问题 ,

现将我市辖区内有关农民工的尘肺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 2004年 1月至 2007年 4月在三明市疾控中心职业健康

检查发现的农民工尘肺病例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对曾从事接触粉尘作业的农民工进行内科常规检查:心

电图 、 肝功能 、 血常规 、 尿常规 、 高仟伏胸片 、 肺功能 , 尘

肺病诊断依据 GBZ70— 2002 《尘肺病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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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尘肺病检出情况

对辖区内 62家单位1 688名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发现尘

肺 0+者 249例, 检出率 14.8%;尘肺病 99例, 检出率 5.9% (其

中Ⅰ期 66例, 占 3.9%;Ⅱ期 33例, 占 1.9%)。见表 1。

表 1　尘肺病检出情况

年份 单位数
检查

人数

0+

例数 %

Ⅰ期

例数 %

Ⅱ期

例数 %

2004 12 80 11 13.8 1 1.3

2005 23 426 44 10.3 20 4.7 6 1.4
2006 15 675 113 16.7 12 1.8 8 1.2

2007 12 507 81 15.9 33 6.5 19 3.7

合计 62 1 688 249 14.8 66 3.9 33 1.9

2.2　不同行业尘肺检出情况 (表 2)

表 2　尘肺病检出情况

行业 单位数
检查

人数

0+

例数 %

Ⅰ期

例数 %

Ⅱ期

例数 %

煤炭 28 1 212 191 15.8 58 4.8 32 2.6
建材 8 178 24 13.5 5 2.8

矿山 13 285 25 8.8 1 0.4

其他 13 13 9 69.2 2 15.4 1 7.7
合计 62 1 688 249 14.8 66 3.9 33 1.9

3　讨论与分析

3.1　调查表明 , 从事粉尘作业的农民工患尘肺病较为严重。

由于劳动作业环境差 , 无有效的防护措施 , 以及劳动保障机

制不健全 , 用工制度不合理 , 导致了农民工职业病问题突出 ,

应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

3.2　脱尘后农民工健康监护问题不可忽视。本次调查 13个

乡村农民 13名 , 经详细询问职业史 , 发现这些农民工既往曾

在煤矿 、 矿山开采等作业接触粉尘 , 未进行定期职业健康检

查 , 首次来我中心体检 , 尘肺病检出率高达 23.1%。尘肺 0+

者检出率 69.2%, 表明农民工还乡后的职业健康监护应列为

健康监护新问题 , 有文献报道 [ 1]脱尘 25年后隧道民工尘肺病

检出率高达 49.2%。因此 , 建议对隧道掘进工 、 煤矿采掘工

脱尘后应定期体检 , 建立健康体检档案 , 有利于早期发现 ,

早期康复治疗。

3.3　不同行业农民工尘肺患者情况分析。从表 2可见 , 煤炭

行业农民工尘肺检出率为 7.4%, 0+者检出率 15.8%。由于

南方煤矿煤层薄 , 煤层中的矿石多 , 多为混合性煤层 , 其粉

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高 , 而农民工既是掘进工 , 又是采煤

工 , 在采煤时多以干式作业手工操作为主 , 劳动强度大 , 又

无有效的防护措施 , 是导致发病的主要因素。建材行业民工

尘肺病检出率为 2.8%, 0+者检出率 13.5%, 目前乡办水泥

厂为机立窑 , 生产工艺较落后 ,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高 , 是水

泥建材行业尘肺发病的主要原因。故今后应重视对煤炭 、 建

材行业农民工的健康监护。

综上所述 , 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 文化水平较低, 对职业

危害防护知识较为缺乏 , 有些矿山作业场所存在着干式作业 ,

粉尘浓度较高 , 作业工人未戴防尘口罩 , 加上用人单位未认真

履行 《职业病防治法》, 没有定期职业性健康体检 , 使农民工

患了尘肺病不能早发现 、 早调离 、 早治疗。因此 , 建议加大对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力度 , 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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