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后未按有关规定在厂区换下工作服 、 帽 、 鞋 、 袜子 , 清洗

后回家 , 部分工人手 、 指甲沾满铅粉 , 无形中把铅危害带给

了家人和当地居民。

2.2　血铅检测结果

用 0.2%硝酸 、 纯水 、 碘酒 、 乙醇清洁取血区皮肤 , 采集

儿童静脉血 1 ml,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法 (通过国家

试验室认可)进行测定 , 并与标准样进行对比。结果见表 1。

表 1　某蓄电池厂周边儿童血铅检测结果 μg/L

年龄 (岁) 人数 范围 x±s

8个月 ～ 38 47.0 ～ 232.2 161.5±92.2
4～ 61 62.3 ～ 453.6 244.7±133.6
8～ 85 85.1 ～ 460.0 230.1±125.3

12～ 15 31 60.8 ～ 451.5 215.2±112.4
对照组 122 39.2 ～ 123.6 　86.8±44.6

　　215名儿童中, 年龄最小 8个月 , 最大 15岁, 血铅最低 47

μg/L, 最高 460μg/L, 以 4岁以下组最低 , 平均为 161.5μg/L;

4 ～ 8岁最高 , 平均为 244.7 μg/L, 总平均 212.9μg/L。 215名

儿童中 , 血铅 100 μg/L以下 44人 , 占 20.5%;>100 μg/L46

人 , 占 21.4%;>200 μg/L61人 , 28.4%; >300 μg/L48

人 , 占 22.3%; >400 μg/L16人 , 占 7.4%。各年龄组按

50%的比例分别抽取 120名对照 , 结果最低 31.2 μg/L, 最高

123.6 μg/L, 平均 86.8 μg/L。根据卫生部卫妇社发 (2006)

51号文件规定儿童正常血铅值应低于 100 μg/L, 说明 215名

儿童中有 79.5%血铅超标。

接铅工人和非接铅工人子女血铅的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接铅与非接铅工人子女血铅检测结果　μg/L

组别 人数 年龄 范围 x±s

非接铅工人子女 117 8个月 ～ 15岁 47.0～ 312.2 161.6±89.9

接铅工人子女 98 11个月 ～ 12岁 92.4～ 460.0 264.2±109.6

　　两组儿童血铅差别非常明显 , 说明铅作业工人的不良卫

生习惯给子女带来严重的铅危害。

2.3　抽样检测结果

对该村的道路 、 田土 、 工人使用的抹布 、 租住的房间地

板 、 房主房间地板进行采样 , 另外从远离厂区 、 周围没有工

厂的约 20km外的某村采集相同物品和房间地板样品 , 以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 , 结果见表 3。

表 3　现场抽样检测结果

地点

样品 (mg/kg) 地板 (mg/mm2)

田土 路边土 抹布
租户地

板 1

租户地

板 2

户主地

板 1

户主地

板 2

蓄电池
厂周边

110.0 153.4 251.0 0.154 8 0.240 0 0.018 2 0.057 2

对照 47.1 43.1 18.0 0.002 5 0.002 5 0.002 5 0.002 5

　　注: 0.0025为检测下限。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 路边土壤中铅含量明显高于田土 ,

租户地板铅含量亦明显高于户主地板 , 这与作业工人的个人

卫生习惯密切相关。此外 , 蓄电池厂周边的样品铅含量明显

高于对照组 , 说明蓄电池周围田地和道路明显到污染。作业

工人将衣服 、 帽 、 鞋 、 袜子等穿戴回家 , 对居住区的道路 、

地板造成污染 , 这些是引起居住区居民和儿童血铅升高的重

要原因。

3　建议

(1)该蓄电池生产企业应加强对员工宣传教育工作 , 加

强工人工作服等物品的管理 , 禁止工人将工作服等污染物品

带出厂区 , 切实落实个人卫生防护措施。 (2)按工业企业卫

生设计标准 (GB11659— 89), 铅蓄电池厂卫生防护距离 , 近

5年平均风速 <2m/s的防护距离 600 m, 2 ～ 4 m/s的防护距

离 400 m, >4m/s的防护距离 300 m, 建议附近居民在新建

住房时应严格按此标准 , 不宜建在防护范围以内。 (3)铅作

业工人要做好个人防护 , 做到勤洗头 、 勤洗手 、 勤换工作衣

帽 、 勤剪指甲 , 以免对家人造成铅污染危害。 (4)儿童要尽

量远离蓄电池生产企业 , 不要到厂区及周围玩耍 , 要培养儿童

良好的卫生习惯 , 做到饭前洗手。 (5)对血铅 >250μg/L以上

的儿童及时进行驱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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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镇江市 2003 ～ 2007年确诊的职业病患者为研究对

象 , 分析职业病种类 、 发病趋势和患者年龄等特征。 5年来镇

江市共诊断 406例新发职业病 , 其中尘肺 362例 , 占 89.16%;

职业中毒 39例 , 占 9.61%。职业病患者平均发病年龄 51.8岁 ,

平均发病工龄 (不包括急性职业中毒)为 17.5年。新发尘肺

以矽肺 、 煤工尘肺和水泥尘肺为主 , 引起职业中毒的主要危害

因素为正己烷和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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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各辖市区内企业涉及机制制造 、 水泥 、 化工、 发

电 、 制鞋等多个行业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较多 , 职业危害

隐患严重 , 每年均有新发职业病病例 , 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身

心健康。为了解镇江市职业病发病趋势 ,有重点地控制和消除

职业病危害, 现将镇江 2003 ～ 2007年职业病发生情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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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收集镇江市 2003 ～ 2007年确诊的职业病报告记录 , 核对

后录入 SPSS12.0软件。

1.2　资料分析

依据全国统一的尘肺病报告卡和职业病报告卡对职业病

患者信息进行分类统计 , 并用 SPSS12.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职业病发病情况概述

2003 ～ 2007年 , 镇江市确诊职业病共有 4大类 16种 , 共

406例 , 其中尘肺 362例 , 职业中毒 39例 , 分别占总病例数

的 89.16%和 9.61%。其余为物理因素致职业病 2例 , 职业性

皮肤病 3例 , 分别占总病例数的 0.49%和 0.74%。

2.2　患者性别和年龄构成

职业病患者以男性为主 , 有 351例 , 占总病例的 86.5%。

平均发病年龄 51.8岁 (18 ～ 76岁), 其中职业中毒患者平均

发病年龄 37.1岁 (18 ～ 56岁), 职业性皮肤病和物理因素致

职业病平均发病年龄 48.8岁 (40 ～ 54岁)。尘肺病人发病年

龄高于平均水平 , 平均发病年龄为 53.0岁。由表 1可见 , 职

业病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 40 ～ 60岁。

2.3　患者工龄构成

职业病患者平均发病工龄 (不包括急性职业中毒)为

17.5年 (2个月 ～ 22年), 职业性皮肤病和物理因素致职业

病发病工龄较晚 , 平均工龄为 25.4年 (17 ～ 34年), 职业中

毒平均发病工龄为 2.4年 (0.2 ～ 14年), 尘肺病人发病工龄

较长 , 平均发病工龄为 18.8年 (1 ～ 54年)。

表 1　镇江市 2003～ 2007年职业病发病年龄构成

年龄 (岁) 例数 构成比 (%)

18～ 30 12 2.96
31～ 40 64 15.76
41～ 50 105 25.86
51～ 60 144 35.47
61～ 70 54 13.30
71～ 76 27 6.65
合计 406 100

2.4　尘肺病发病情况

从全市尘肺病发病年代构成分析 , 全市 2003年新发尘肺

病病例最少 , 2007 年发病例数最多 , 占到全部病例的

32.04%。 5年间新发尘肺病例总体呈上升趋势。 2003 ～ 2007

年累计新发尘肺病 9种 362例 , 以矽肺 、 煤工尘肺和水泥尘

肺为主 , 3种尘肺占尘肺病例的 83.4% (表 2)。

表 2　镇江市 2003 ～ 2007年尘肺发病年份分布

年份 矽肺 煤工尘肺 水泥尘肺 电焊工尘肺 铸工尘肺 炭黑尘肺 滑石尘肺 金属尘肺 陶工尘肺 合计

2003 13 2 4 1 2 0 0 0 0 22

2004 39 28 20 13 1 0 0 0 0 101

2005 27 5 13 5 0 0 1 0 0 51

2006 26 19 13 10 0 0 1 2 1 72

2007 46 31 16 12 4 2 1 4 0 116

合计 151 85 66 41 7 2 3 6 1 362

　　在 362例尘肺病例中 , 有 69例为民政局管理的退伍军

人 , 其余 293例为镇江市各辖市区企业中新诊断病例。由于

退伍军人大多原为部队工程兵 , 经数年工作后发展为矽肺。

因此 , 为更好地反映镇江市近 5年来企业的职业危害现状 ,

对 293例尘肺病例进行分析 , 见表 3。结果可见 , 镇江市尘肺

病例中以煤工尘肺最多 , 占总尘肺病例的 29.01%, 其次是矽

肺和水泥尘肺 , 分别占总尘肺病例的 27.99%和 22.53%。

表 3　镇江市 2003 ～ 2007年企业不同期别尘肺发病情况比较

尘肺
种类

Ⅰ期 Ⅱ期 Ⅲ期

病例
数

发病年龄
(岁)

病例
数

发病年龄
(岁)

病例
数

发病年龄
(岁)

合计
(%)

煤工尘肺　 84 51.9 0 0 1 55.0 85(29.01)

矽肺　　　 61 54.1 15 48.8 6 47.3 82(27.99)

水泥尘肺　 64 50.7 2 48.0 0 0 66(22.53)

电焊工尘肺 33 41.9 8 41.3 0 0 41(13.99)

铸工尘肺　 6 42.7 1 45.0 0 0 7(2.39)

金属尘肺　 6 49.2 0 0 0 0 6(2.05)

滑石尘肺　 3 60.0 0 0 0 0 3(1.02)

炭黑尘肺　 0 0 1 44.0 1 51.0 2(0.68)

陶工尘肺　 0 0 1 37.0 0 0 1(0.34)

合计　　　 257 50.6 28 45.6 8 48.8 293(100)

　　表 4结果显示 2003 ～ 2007年镇江市尘肺患者工龄≤5年

的有 18例发病 , 6 ～ 10年有 35例发病 , 11 ～ 20年有 72例发

病 , 20年以上有 168例发病。发病工龄≤5年的有矽肺 、 水

泥尘肺和铸工尘肺 , 其中最短发病工龄仅为 1年 , 病种为矽

肺。在诊断的 9种尘肺中铸工尘肺的平均发病工龄最短 , 为

13.4年。滑石尘肺 、 煤工尘肺和水泥尘肺的平均发病工龄较

长 , 均在 20年以上。

表 4　镇江市 2003 ～ 2007年不同类型尘肺发病工龄分布

尘肺

种类
例数

构成比

(%)

发病工龄 (年)

1 ～ 5 6 ～ 10 11 ～ 20 20年 ～

平均发病

年龄(岁)

煤工尘肺　 85 29.01 0 1 17 66 27.3

矽肺　　　 82 27.99 16 16 23 27 16.5

水泥尘肺　 66 22.53 1 2 11 52 25.3

电焊工尘肺 41 13.99 0 8 16 17 19.1

铸工尘肺　 7 　2.39 1 4 0 2 13.4

金属尘肺　 6 　2.05 0 1 4 1 16.2

滑石尘肺　 3 　1.02 0 0 0 3 29.7

炭黑尘肺　 2 　0.68 0 2 0 0 47.5

陶工尘肺　 1 　0.34 0 0 1 0 16.0

合计　　　 293 　100 18 35 72 168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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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急慢性职业中毒的发病情况

2003～ 2007年累计发生急慢性职业中毒 39例 , 无死亡病

例 , 除 2003年未发生职业中毒事件外 , 其余各年均有发生。

急性职业中毒主要为氯甲烷和氯气中毒;慢性职业中毒主要为

正己烷 、 苯和铅中毒 , 其中苯中毒发生 2起, 正己烷、 铅中毒

各发生 1起。各类职业中毒中以慢性正己烷中毒 、 慢性苯中毒

为主 , 分别占发病总数的 43.59%和 41.03%, 见表 5。值得注

意的是 , 其中铅中毒为蓄电池厂灌粉岗位 , 该工人工龄仅为

1.5个月 , 提示蓄电池行业铅危害现状值得进一步关注。

表 5　2003 ～ 2007年急慢性职业中毒构成

中毒种类 例数 构成比 (%)

慢性正己烷中毒 17 43.59

慢性苯中毒 16 41.03

急性氯甲烷中毒 4 10.26

急性氯气中毒 1 　2.56

慢性铅中毒 1 　2.56

合计 39 　100

2.6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职业性皮肤病的发病情况

2004年诊断减压病骨坏死Ⅰ期 2例 , 其工种均为潜水员。

2005年诊断煤焦油致职业性黑变病 3例 , 均为焦化厂工人。

其余各年份未诊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职业性皮肤病。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目前镇江市主要存在的职业病是尘肺和职

业中毒 , 其中以尘肺为主 , 这与我国其他地区统计分析结果

一致 [ 1～ 4] 。从发病种类看 , 矽肺 、 煤工尘肺 、 水泥尘肺病例

数占本市尘肺病例的前三位 , 而在本市企业新发尘肺病例中 ,

煤工尘肺则上升到第一位 , 原因可能与本市各辖市区内存在

大型发电厂 , 以及镇江市 90年代之前存在多个煤矿企业有

关。

近年来我市新发尘肺呈上升趋势 , 可见粉尘职业危害现

状不容乐观。同时职业中毒危害也值得重视 , 不仅平均发病

工龄相对较短 , 且大部分病例为制鞋业接触有机溶剂而引起

的群体慢性中毒。

2003 ～ 2007年间镇江市职业病发病情况 , 基本反映了本

市职业病危害状况及特点 , 表明对尘肺病和有机溶剂引起的

职业中毒的防治是我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重中之重。职业卫生安全监督和技术服务机构应加强职业

卫生监督监测 , 规范职业健康监护 , 加强职业病危害的源头

控制 [ 4] 。同时企业应改进生产工艺 , 完善作业场所的卫生防

护设施 , 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发生。只有通过各方面

的共同努力 , 才能有效控制职业病危害 , 切实保障广大职工

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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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取甘肃省内疾控中心 38个实验室进行防护设施

现状调查 , 为制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化学危害职业防

护规范提供依据。结果显示 29.5%的实验室未配备通风橱 /排

气罩 , 51.9%实验室所用压缩气瓶无隔离措施 , 2/3以上化学

实验室没有配备洗眼器 , 近 90%的实验室缺少应急冲淋装置。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化学危害防护设施现状不容

乐观 , 加快制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化学危害职业防护

规范十分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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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机构实验室不同于仅限于一般常规检验的实验室 ,

疾控实验室要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和化学恐怖事件 , 2003年 SARS事件后 , 国家加大了对疾

控机构的投入 , 疾控实验室业务量不断增大 , 涉及的专业越

来越广。长期以来 , 疾控系统实验室化学危害防护的相关研

究十分有限 , 相应的防护政策和管理制度不足 , 也未引起疾

控系统人员自身的足够重视。现对我省疾控中心实验室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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