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知识结构老化 、 仪器设备老化 , 无法进一步提高健康监

护的水平 , 职业健康监护覆盖率由于技术服务人员的不足而

逐年下降。政府职业卫生的投入虽逐年增加 , 但仍明显不足 ,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 造成职业卫生监督与技术服务得

不到保障 [ 1] 。

3.5　本次调查 94.3%的流动人口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的文

化水平 , 多篇文献报道 [ 2, 3]显示 , 流动工人文化水平低 , 不了

解 《职业病防治法》 和 《劳动法 》 的相关规定 , 对职业病危

害认知水平较低 ,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 维权意识淡薄 , 是使

流动工人遭受职业病危害的重要原因。

本次调查提示流动作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仍是今后健康

监护工作的重点 , 尤其是私营企业中流动作业人员的职业健

康监护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 应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 , 应该逐步建立政府统一协调机制 , 卫生行政部门 、 劳

动保障部门等多部门配合 , 进一步强化规范企业职业卫生管

理 , 加大对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技术服务机构的投入 , 形成群

众参与监督 、 社会广泛支持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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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粉尘作业专项整治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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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05 ～ 2007年底我市已申报粉尘危害的所有用人

单位累计 1 280家 , 收集检测 、 健康检查和行政处罚等资料。

通过整治 , 可见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 在岗体检率从 2005年的

65.44%逐步上升到 2007年的 70.24%。上岗 、 离岗体检率有

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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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以下

简称 《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要求 , 不断提高粉尘作业用

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主体责任意识 , 改善劳动条件 , 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 , 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 的要求和省重点职业

病危害企业专项监督检查方案 , 结合我市粉尘作业的特点 ,

连续 3年开展了粉尘专项整治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5年初辖区已申报的蔺草加工 、 机械铸造 、 石棉加工

尘肺病多发行业的企业共1 015家 , 连续调查至 2007年底已申

报上述行业的企业。

1.2　方法

每年年初制订调查方案 , 召开专题会议 , 统一培训卫生

监督员 , 布置工作要求。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用人单位的劳动

者职业健康检查与职业病诊治落实情况 ,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情况 、 用人单位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情况和建设项目职

业卫生审查等情况。 对现场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当场制作执

法文书 , 并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每年年底汇总工作情况。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自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以来 , 通过广泛宣传 、 指导 ,

现有和新建企业的申报工作稳步推进 , 截至 2005年底 , 申报

粉尘危害项目达 1 015家;到 2006年新增申报 149家 , 关闭

244家;2007年新增 116家 , 关闭 148家。 3年累计申报 1 280

家 , 关闭 392家 , 至 2007年底尚有 888家。见表 1。

表 1　2005 ～ 2007年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分类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已申报
单位数

接害
工人数

已申报
单位数

接害
工人数

已申报
单位数

接害
工人数

蔺草染土尘 350 11 133 180 2 919 138 2 020

铸造粉尘 200 5 431 234 8 772 225 6 364

石棉尘 73 906 74 944 102 1 331

其他 219 1 685 432 6 437 423 5 441

合计 1 015 20 843 920 19 072 888 15 156

2.2　职业健康监护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的要求, 用人单位开展接触粉

尘劳动者的健康检查 , 健康监护和职业病诊断情况见表 2 ～ 4。

若以在岗体检为粉尘接触人数 , 则 2005 ～ 2007年的尘肺

检出率分别为 0.86% (46/5 331)、 0.54% (52/9 632)、

0.47% (34/7 271)。

2.3　危害检测情况

2005年应测 5 916点 , 实测 1 433点 , 实测率 24.2%;合

格点 685 点 , 合格率 47.8%。 2006年应测 6101点 , 实测

1 745点 , 实测率 28.6%;合格点 880 点 , 合格率 50.4%。

2007年应测 4 537点 , 实测 1 098点 , 实测率 24.2%, 合格 555

点 , 合格率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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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 ～ 2007年粉尘接触工人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年份
上岗 在岗 离岗

应检人数 实检人数 体检率 (%) 应检人数 实检人数 体检率 (%) 应检人数 实检人数 体检率 (%)

2005 12 696 12 317 97.01 8 147 5 331 65.44 1 863 1 531 82.18

2006 7 134 5 891 82.58 11 938 9 632 80.68 1 808 817 45.19

2007 4 805 3 972 82.66 10 351 7 271 70.24 963 632 65.63

表 3　不同行业粉尘接触工人职业健康检查率

年份
蔺草染土尘 铸造粉尘 石棉尘 其他 合计

上岗 在岗 离岗 上岗 在岗 离岗 上岗 在岗 离岗 上岗 在岗 离岗 上岗 在岗 离岗

2005 100 　 77.81 100　 93.98 74.59 20.79 — 100 — 25.00 39.74 0 97.01 65.44 82.18

2006 99.61 100 98.01 90.33 81.57 54.55 0 94.33 0 26.37 74.48 5.34 82.58 80.68 45.19

2007 97.68 98.49 97.65 89.74 83.75 93.29 37.44 92.27 83.33 35.27 50.95 28.71 82.66 70.24 65.63

表 4　职业病发病情况

年份

蔺草染土尘肺 铸造尘肺 其他 合计

申请
人数

诊断
例数

申请
人数

诊断
例数

申请
人数

诊断
例数

申请
人数

诊断
例数

2005 69 22 33 17 9 7 111 46

2006 21 12 49 17 7 3 77 32

2007 58 11 31 18 17 5 106 34

合计 148 45 113 52 33 15 294 112

2.4　行政处罚情况

2005年给予警告 44家 , 罚款 19家 , 罚款额 24.52万元 ,

其中石棉制品生产企业警告 14家 , 罚款 1家 , 罚款额 2万

元;2006年警告 32家 , 罚款 16家 , 罚款额 44.1万元;2007

年警告 41家 , 罚款 12家 , 罚款额 32.7万元。

3　讨论

3.1　开展专项整治意义

据统计 , 自上世纪 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以来 , 截至

2007年底我国累计报告尘肺病人达 62.7万多例 , 其中死亡 15

万多例。目前 , 现存尘肺病人 47万多例 , 每年因尘肺病死亡

约 5 000人 , 新增尘肺病例约 1万例。全国每年报告的职业中

毒和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人近 3万例 , 报告中毒死亡数约 1 500

例 (据调查显示 , 职业中毒实际发生的病例数是报告数的 3

倍)。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 “尘肺村”、 “中毒村” [ 1]。 2007年

共诊断各类职业病 14 296例。其中 , 尘肺病 10 963例 , 占新职

业病病例总数的 76.69%;急 、 慢性职业中毒分别为 600例和

1 638例。近年来尘肺病发病形势依然严峻 , 发病率居高不

下 , 发病工龄缩短 , 表明粉尘作业场所卫生条件没有得到根

本改善 , 开展粉尘作业专项整治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3.2　整治效果评估

通过 3年的不断努力 , 我市粉尘作业生产条件得到一定

的改善。 2005年的在岗体检率为 65.44%, 逐步上升到 2007

年的 70.24%, 体检率最高的为 2006年 (80.68%)。上岗前

体检率除 2005年达 97.01%外 , 2006 ～ 2007年均超过 82%。

离岗体检以 2006年最低 , 为 45.19%。作业场所粉尘浓度合

格率也逐步提高 , 分别从 2005年的 47.8%提高到 2007年的

50.5%。作业场所粉尘浓度逐年下降 , 而其合格率逐年上升 ,

提示 3年的整治工作已初见成效。同时 , 尘肺发病例数由

2005年的 46例下降到 2007年的 34例。尘肺检出率从 2005

年的 0.86%下降到 2007年的 0.47%, 显示尘肺发病的形势有

所好转。当然 , 尘肺发病有滞后性 , 但当年数据可反映尘肺

病人可否被及时发现 , 病人例数可以间接反映专项整治工作

的成效 , 也符合早发现 、 早治疗 、 早治理的预防模式。 同时 ,

卫生行政处罚从 2005年罚款 19家 , 罚款额 24.52万元到

2007年罚款 12家 , 罚款额 32.7万元 , 显示处罚案例数减少 ,

处罚额度增加 , 体现了行政执法力度的加强。

3.3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 3年连续的粉尘专项整治 , 尽管取得了比较好的效

果 , 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 表现在:(1)作业场所的粉尘浓

度合格率得不到根本改善。从现有企业申报情况来看 , 很多

项目存在粉尘危害 , 但治理的技术和资金都不能得到根本改

变 ,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粉尘污染仍十分严重。从 3年治理情

况可以发现 , 尽管粉尘浓度有所降低 , 但大多数的作业场所

粉尘浓度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与此同时 , 粉

尘申报项目数逐年减少 , 其主要原因是各类专项整治和行政

处罚 , 迫使这些项目转产或停产;由于上级考核指标的压力 ,

人员力量又跟不上 , 使得部分地区上报数量减少。事实上 ,

存在粉尘危害的项目仍有不少未能按规定申报。 (2)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有待加强。蔺草加工业 、 机械铸造业 、 石棉制品

加工业均是我市传统行业 , 亦是我市粉尘危害的重点行业 ,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较高 , 劳动者多为外来流动民工 , 自我保

护意识差 , 用工进出频繁 , 客观上增加了职业健康监护的难

度 , 致使尘肺病防治难度较大。 少数企业用工存在着先试工

后体检或不作离岗体检等现象 , 为职业病防治工作带来了隐

患。健康检查率的高低波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职业卫生的内

外环境变化。 2005年是专项整治的第一年 , 效果十分明显 ,

但到 2006年各地频繁应付食品卫生等工作 , 加上监督分所成

立 , 职业卫生力量大幅减少 , 导致监督力量跟不上 , 至 2007

年才逐步得到缓解。 (3)新实施的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

范》 (GBZ188— 2007)规定 [ 2] , 接触游离二氧化硅粉尘和石

棉粉尘的工人不仅要安排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 还要安排离

岗后医学随访检查。由于工人的流动性很大 , 工作岗位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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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 , 离岗后医学随访检查对中小企业几乎无法实施。更有

效的办法是实施该类职业的统一强制保险制度 , 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 (4)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明显不能满足企业和劳动者的要求。现

有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由于职能调整 , 对职业卫生工作重视

不够 , 不同程度存在回避职责的现象。现有的民营资本进入

职业卫生服务本身是件好事 , 但由于服务价格混乱 , 不能有

效地为企业服务。

为此 , 笔者建议: (1)加强对职业病危害的源头控制 ,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将新 、 改 、 扩建建设项目依法纳入卫生行

政审批程序 , 实施卫生审核和卫生验收。 (2)继续加强 《职

业病防治法》 宣贯工作 , 通过各种形式增强用人单位在职业

病防治中的主体责任意识 , 增强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同时

继续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的监督检查和指

导 , 督促企业依法做好职业健康监护和作业场所的卫生条件改

善。 (3)加强队伍建设 , 提高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水平。有关部

门应重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立, 尽快

出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 规范其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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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某铅锌矿区附近长住居民血铅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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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按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 和 《儿童高铅

血症和铅中毒预防指南》 的诊断标准调查了某矿区附近居民

539人 , 结果男性铅水平高于女性 , 2 ～ 7岁儿童铅水平异常

率高达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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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来源于采矿 、 冶炼 、 燃煤 、 电池废

水 、 汽车尾气 、 电镀精炼 、 肥料 、 杀虫剂 、 颜料和汽油添加

剂等 [ 1] 。土壤是自然界中铅的最大储存库 , 铅会沉积于谷物

和蔬菜中 [ 2] 。广西某铅锌矿矿区附近长期居住的居民自产自

给稻谷和其他农作物 , 其生活饮用水取自矿区外的水库。为

探讨这些村民体内铅水平及其健康状况 , 我们于 2005年 11

月 ～ 2006年 2月对居民进行了常规健康检查和相关危害因素

的特殊项目检查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长期居住在广西西南部某铅锌矿矿区附近的某屯全体在

册居民共 155户 , 909人 , 长期在外地工作或近期在外从事采

矿选矿和有金属冶炼作业史的人员不列入调查范围。

1.2　方法

采用健康检查表 , 由职业医师询问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

情况 , 并对其进行常规体检和特殊项目的检查。内容包括调

查者的年龄、 既往史 、 当地居住史、 个人疾病史 、 从业史 、 症

状等。常规体检包括五官科 、 外科 、 内科学的检查 , 以及神经

功能 、 运动功能 、 行为功能的检测。生化学检测指标包括肝 、

肾功能和血、 尿常规等。体检特殊项目包括血铅和血锌原卟啉

(荧光法), X线胸片检查 , 肝脏和肾脏的 B超检查及心电图

检查。

1.3　血铅测定

用一次性塑料注射器抽取调查对象静脉血 2 ml, 置于经

1∶1硫酸及蒸馏水清洗处理后的肝素化干燥试管中 , 再取其中

40 μl加入铅测量试剂 3ml, 充分振荡 ,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

法测定。

1.4　评价标准

参考标准为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 》 (GBZ37—

2002)和 《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预防指南》、 《儿童高铅血

症和铅中毒分级和处理原则 (试行)》 卫妇社发 [ 2006] 51

号中的相关规定 , 评价环境铅对机体健康的影响。

1.5　数据处理

用 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 进行 t检验和

线性相关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当地在册居民 155户 , 共 909人 , 其中男 405人 、 女 504

人 , 年龄 1 ～ 93岁 , 平均 (35.2 ±17.9)岁。 本次调查了长

住居民 539 人 , 男 276人 、 女 263人 , 平均年龄 (38.4 ±

19.1)岁;其中 <15岁 87人。结果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性别 例数 年龄 当地居住年限

男 276 38.0±19.6 38.6±13.0

女 263 38.7±18.8 30.1±12.1

P值 >0.05 >0.05 <0.001

2.2　长住居民体内血铅水平检测结果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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