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涉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的

繁多与卫生标准的相对缺乏之间的矛盾。涉及建设项目行业

种类的多样性 、 特殊性与卫生规范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 (2)

生产环境的多样性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多样性与测试手段 、

方法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 (3)经济发达地区外商经济企业

比例高 , 高新技术企业比例高 , 职业卫生工作的专业性和合

法性要求也高。由于职业卫生相关法律 、 法规 、 标准宣贯不

足 , 导致设计 、 建设单位忽略职业卫生相关设施的设计与施

工。 (4)工业园区规划选址以及先建厂房 、 后招商的情况 ,

造成卫生设施与企业建设项目存在脱节 、 滞后 , 需要与政府

规划 、 招商部门及时沟通 , 推进工业园区合理规划。 (5)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标准 、 规范本身所存在的一些不适应问题 ,

如评价手段单一 , 尤其对于大型建设项目的定量 、 半定量预

评价的技术规范亟待修改完善。 (6)预评价工作最重要的是

信息的完整与正确性 , 在可行性报告阶段即需要建设方与设

计方提供规范的设计资料有一定的难度;预评价工作最难点

在于如何做到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评价结论的客观公正

及建议的现实可行性。 (7)预评价工作人员的保密意识需要

提高 , 保密工作程序需要规范。 特别是如何应对一些高新技

术 、 军事技术企业对设计资料的高度保密要求 , 有些服务合

同需要同时签订保密附加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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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宜兴市尘肺病的发生情况 , 进一步做好尘肺病的

预防控制工作 , 现就近 5年宜兴市尘肺病发生情况分析如下。

1　资料分析

1.1　一般情况　2003年 7月至 2008年 6月宜兴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共受理 407人的尘肺病首次诊断申请 , 确诊为尘肺

病的 146 人 , 其中男性 133 人 、 女性 13 人 , 占受理数的

35.87%。尘肺病种类 、 期别分布见表 1。

表 1　146例尘肺病种类 、 期别分布

尘肺病种类 一期 二期 三期 合计

矽肺 51 33 4 88

陶工尘肺 32 17 2 51

煤工尘肺 4 0 0 4

铸工尘肺 1 1 0 2

电焊工尘肺 1 0 0 1

合计 89 51 6 146

　　146名尘肺病患者开始接尘年龄为 14 ～ 64岁 , 平均 27.5

岁。接尘工龄和发病年龄见表 2。

表 2　不同种类的尘肺病患者接尘工龄和发病年龄

尘肺病种类
接尘年龄 (年)

范围 平均

发病年龄 (岁)

范围 平均

矽肺 2～ 38 8 38～ 82 57.1

陶工尘肺 9～ 40 24.3 40～ 81 61.7
煤工尘肺 10.7 ～ 16 15 51～ 60 56

铸工尘肺 16、 10.5 67、 77

电焊工尘肺 10 30

　　尘肺患者接尘期间从事多工种的 , 以时间最长的工种为

统计工种。矽肺 、 陶工尘肺患者的接尘工种分布见表 3, 4例

煤工尘肺均为采煤工 , 2例铸工尘肺均为成型工。

1.2　临床表现　146名尘肺病患者中 , 出现呼吸困难 135人

(92.47%), 咳嗽 127人 (86.99%), 胸痛 88人 (60.27%),

咳痰 82人 (56.16%), 极少数还出现头昏 、 无力 、 食欲低下

等。合并活动性肺结核 4人 , 其中铸工尘肺 1人 , 矽肺 3人;

肺气肿 1人 , 肺大泡 1人 , 均为矽肺患者。

表 3　矽肺 、 陶工尘肺患者的接尘工种分布

项目　　
矽肺

粉碎工 机修工采矿工 其他

陶工尘肺

采矿工 粉碎工 装出窑工 其他

人数 60 14 5 9 28 7 5 11

构成比(%) 68.18 15.91 5.68 10.23 54.90 13.73 9.80 21.57

3　讨论

3.1　宜兴市近 5年尘肺的发病有以下特点:(1)从尘肺病种

类看 , 以矽肺和陶工尘肺为主。 建筑材料和陶瓷业是宜兴市

的传统支柱产业 , 从业人员多 , 尘肺病例也集中在这两大行

业。 (2)矽肺患者平均接尘工龄和发病年龄均低于陶工尘肺。

(3)从接尘工种看 , 近 70%的矽肺患者是粉碎工 , 55%的陶

工尘肺是采矿工。建筑材料业的粉碎岗位和陶瓷业的原料开

采岗位是今后加强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的重点。 (4)并发症

的发生率低。尘肺与活动性肺结核的并发率为 2.74%, 远远

低于 1986年全国尘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15.82%), 这与近年

来加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和抗结核药物的合理应用密不可分。

3.2　7名尘肺病患者开始接尘年龄不满 18周岁 , 最小的仅

14岁。随着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 , 未成年工从事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现象越来越少 , 但还没有最终杜绝。

因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1)具备职业健康检查资

质的医疗卫生机构严格把关 , 对未成年人的职业健康体检不

予受理。 (2)卫生监督 、 劳动 、 工会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加强监管 , 严肃查处违法使用未成年工的案件 , 切实保

护未成年工的健康权益。 (3)加强职业健康教育工作 , 普及

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 , 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能认识到职业

生命质量的重要性 , 自觉地依法办事。

3.3　146名尘肺病患者中 , 57人未能在一期得到诊断 , 占

39.04%。这说明我市接尘人员的健康监护工作很不完善。主

要原因:(1)用人单位未能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的要求组

织接尘人员进行定期的在岗体检和离岗体检。 (2)工人就业

单位和经常居住地频繁变动 , 随访时间较长 , 这些都使得脱

离粉尘后的医学随访检查难以实现。 (3)行政监管不力和工

人自身健康意识差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企业性质多样化 ,

劳动用工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 , 如何做好职业健康监护工

作 , 值得我们职业卫生工作者不断探讨。

·396·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8年 12月第 21卷第 6期　　ChineseJIndMed　Dec2008, Vol. 21 No.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