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分的分值也高于退休教职员工的 SCL-90分值 [ 11] 。

为了提高退休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 , 应当让其更多地参

与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工作 [ 12] , 并及早对他们进行可控的

内部归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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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露天石矿粉尘危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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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 对 64家小型露天石矿进行

劳动卫生学调查 , 并对 657名作业工人进行健康检查。结果小

型露天石矿的主要危害是粉尘污染 , 总尘平均浓度为 40.30

mg/m3 , 车间积尘平均游离 SiO2含量为 22.46%;作业工人中

发现Ⅰ期及以上尘肺 32例 (其中 Ⅰ期 15例 、 Ⅱ期 15例 、 Ⅲ

期 2例), 患病率为 4.87%, 平均发病工龄 10.3年 , 不同工

种间尘肺患病率差异不明显。提示小型露天石矿粉尘污染严

重 , 加强石矿的粉尘治理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小型露天石矿;粉尘危害;尘肺;接尘工龄;

发病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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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高速公路铁路建设 、 房地产的

大量开发等一系列大规模建设项目的全面实施 , 建筑用石材

的社会需求量大大提高 , 从而使石材资源丰富的地区大举开

办石矿 , 在赢得经济效益的同时 , 由于石矿开采产生大量的

粉尘 , 对劳动者造成的职业病危害和后果也日益凸现。有文

献报道目前我国有 79.7%的尘肺发生在矿山 , 小矿山是产生

尘肺的窝点 [ 1] 。我市建筑用石材的矿产资源丰富 , 石料质量

上乘且水陆交通运输便捷 , 小型石矿众多。 为了解我市小型

露天石矿的粉尘危害情况及其程度 , 探讨切实可行的矿山粉

尘控制措施 , 从而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 特对 64家

小型露天石矿进行了现况调查。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区域整群抽样和横断面调查的方法 , 选择已进行工

商登记且年产量在 20 ～ 100万 t规模的石矿进行抽样调查 , 共

调查 64家石矿 , 657名工人。

1.2　方法

1.2.1　劳动卫生学调查　包括建厂情况 、 职工人数 、 工艺流

程等 , 作业场所总粉尘浓度和分散度测定按国标方法进行 [ 2] 。

采集作业场所呼吸带高度的沉降尘 , 用焦磷酸重量法测定粉

尘游离 SiO2含量。

1.2.2　健康检查　按统一的检查表进行 , 包括职业史 、 既往

病史 、 主诉症状 、 内科常规检查 、 胸部 X线高仟伏摄影等项

目。尘肺病诊断按照 GBZ70— 2002 《尘肺病诊断标准 》, 由市

尘肺病诊断组集体进行尘肺分期诊断。

1.3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录入计算机 , 应用 Excel建立数据库 , 使用

SPSS10.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我市现有石矿约 150家 , 从业人员 7 500余人。石矿的规

模大小不一 , 均为露天台阶式开采和加工 , 生产工艺流程单

一 , 主要为剥离※钻暴※装运※破碎※筛分※冲淋※运输。

绝大多数石矿生产环境十分简陋 , 缺乏必要的防尘设备 , 工

人极少佩戴口罩上岗操作 , 每日工作时间 8 ～ 10 h。

2.2　破碎作业场所粉尘污染情况

由于矿山开采中钻暴 、 开采作业场所的危险性非常大,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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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非作业人员进入 , 故未对该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进行

检测。主要对 64家石矿 , 174个破碎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总粉

尘浓度进行检测 , 结果见表 1。一次破碎 、 二次破碎作业场所

粉尘浓度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 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1.654, P>0.05)。分析 64个作业场所积尘的样品 , 其游离

SiO2含量平均为 22.46% (29.6% ～ 13.5%);64份样品进行

粉尘分散度测定 , 分散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2μm占 17.32%,

2 ～ 5 μm占 35.07%, 5 ～ 10 μm占 26.48%, >10 μm占

20.93%;5μm以下的粉尘颗粒占总尘粒的 52.39%。

表 1　64家石矿破碎作业场所粉尘浓度的测定结果 mg/m3

作业岗位 监测点 样品数 粉尘浓度 (x±s)

一次破碎 83 166 34.76±4.46

二次破碎 91 182 45.35±6.30

2.3　受检工人的一般情况

64家石矿接尘工人 1 052人 , 调查中实际体检人数 657名 ,

体检率为 62.22%。 657名工人均为男性 , 最大 61岁 , 最小 17

岁 , 平均年龄 (38.7 ±0.3)岁;接尘工龄最长 39年 , 最短

0.2年 , 平均接尘工龄 (5.9±0.2)年。

2.4　健康检查结果

657名工人中共检出 0+ 25例 , 占 3.81%;尘肺病人 32

例 , 患病率为 4.87%;其中Ⅰ期尘肺 15例 , Ⅱ期尘肺 15例 ,

Ⅲ期尘肺 2例。尘肺病人的平均发病工龄为 10.3年 , 最长

16.9年 , 最短 1年 , 且患病率和接尘工龄呈相关关系。详见

表 2。

表 2　不同接尘工龄尘肺病的患病情况

接尘工龄

(年)

体检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尘肺期别

Ⅰ期 Ⅱ期 Ⅲ期

0～ 18 0 0.00 0 0 0

1～ 259 1 0.39 0 1 0

3～ 175 2 1.14 1 1 0

5～ 65 3 4.62 0 2 1

7～ 54 5 9.26 1 4 0

9～ 86 21 24.42 13 7 1

合计 657 32 4.87 15 15 2

趋势 χ2值 74.198 P<0.000 1

PearsonsR值 0.348 1 P<0.000 1

2.5　不同工种尘肺病的患病情况

矿山的爆破工 、 破碎工 、 矿山其他工种 (指爆破 、 破碎

以外的工种)的尘肺患病率分别为 2.88%、 6.62%、 4.07%,

经统计分析 , 矿山不同工种的接尘工人尘肺的患病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χ2 =3.32, P>0.05)。见表 3。

表 3　不同工种尘肺病患病情况

工种
体检
人数

平均接
尘工龄
(年)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尘肺期别

Ⅰ期 Ⅱ期 Ⅲ期

爆破工 139 5.7 4 2.88 1 3 0

破碎工 272 5.2 18 6.62 9 8 1

矿山其他工种 246 6.8 10 4.07 5 4 1

合计 657 5.9 32 4.87 15 15 2

3　讨论

本次调查 64家石矿都为小型露天石矿 , 开采规模小 、 设

备简陋 、 技术落后 、 人员素质差 , 作业场所没有有效的防尘

除尘设备和措施 , 存在的主要职业危害是粉尘污染。作业场

所空气中总粉尘浓度均超过国家标准 , 积尘中游离 SiO2含量

较高 , 且直径 <5 μm的粉尘占 52.39%, 分散度大 , 表明该

粉尘对人体危害性大 , 致肺组织纤维化能力强 , 工人在缺乏

必要的个人防护情况下 , 大强度长时间的工作 , 极易导致尘

肺。所检查的工人中尘肺的患病率较高 , 病程进展快 , 病情

严重 , 并有速发型尘肺的发生。初诊尘肺病人中 Ⅱ ～ Ⅲ期尘

肺占总尘肺数的 53.13%, 并且该期别的平均发病工龄明显短

于Ⅰ期尘肺 (t=2.361, P<0.05)。 这主要与私人矿业主只

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 , 为节约成本 , 不仅不进行粉尘的治理 ,

并且还减少接尘工人健康检查的次数和人数 , 不能早期发现

病人 , 及早调离粉尘作业并进行治疗 , 从而加速病情的进展

使高期别的尘肺病人在短期内不断发生有关。

检出的 32例尘肺病人 , 平均发病工龄 10.3年 (1 ～ 16.9

年), 我市 1986年尘肺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矽肺平均发

病工龄 15.2年 (1.4 ～ 43.3年), 另有文献报道石矿接尘工人

的平均发病工龄 14.5年 (3.0 ～ 44年)[ 3] , 可见本次调查发现

的尘肺的平均发病工龄呈现缩短趋势 , 表明我市小型露天石

矿粉尘污染严重。

尘肺患病率和接尘工龄呈相关关系 (r=0.348 1, P<

0.000 1), 这与尘肺发病的内在规律 , 随着接尘工龄的逐年增

长 , 尘肺患病数逐渐增加相符。

矿山爆破工 、 破碎工和其他工种间尘肺病患病情况差异

不明显 , 可能与所调查石矿均为露天敞开式操作 , 作业场所

的功能分区不明显有关。 而二次扬尘对矿山工人造成的危害

也不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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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8页)　可致轻微红斑 , 时点最高积分均值为 0.75

分。依据试验标准 [ 3] , 评价 96#起泡剂具有眼及皮肤刺激作

用 , 刺激强度均为轻刺激性。其损伤作用具有较好恢复性 ,

一般在 3 ～ 4d后可完全恢复。

试验结果提示 , 在长期生产和使用 96#起泡剂过程中 , 应

重点加强对眼睛和皮肤的防护 , 并注意饮食卫生。 96#起泡剂

系杂醇酯类混合物 , 常温下即散发明显异味。 建议生产单位

补充该产品的吸入毒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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