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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描述与比较法分析广西近 6年来的职业病危

害事件现状与建设项目评价的关系。 广西职业病危害事件的

年发生率每年递增 5.23%;经过评价与未经评价的建设项目

发生的职业病危害事件有明显差别 (P<0.005)。提示职业病

危害事件频发与开展建设项目评价不力有明显关系 , 建议应

针对本地区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建设项目的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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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广西的职业病危害事件发生现状及其与企业建设

项目评价的关系 , 在执行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职业病防

治专题调研工作的通知 (卫办监督函 [ 2009] 819号)》 过程

中 , 收集了 2003— 2008年广西自治区内发生的 65起职业病危

害事件与 514项建设项目进行了分析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65起职业病危害事件指各地厂矿企业发生的急性中毒及

1年内同一企业发生慢性中毒或尘肺等 5例以上的事件;514

项建设项目指各地厂矿企业新建 、 改建 、 扩建项目。均根据

各市 、 县填报汇总。

1.2　方法

统计 2003— 2008年职业病危害事件与建设项目的年递增

率 , 及评价与未评价建设项目之间的职业病危害事件比较 ,

并作 χ2检验。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事件发生情况

据填报的 2003— 2008年期间的 65起职业病危害事件统

计 , 平均每年递增 5.23%, 涉及人员平均每年递增 6.25%,

致死人数平均每年递增 0.61%, 见表 1。

表 1　职业病危害事件统计 %

年份 发生起数 每年构成比 每年递增率 涉及人数 每年构成比 每年递增率 死亡人数 每年构成比 每年递增率

2003 3 4.62 — 5 0.53 — 2 6.06 —

2004 7 10.77 6.15 102 10.77 10.24 7 21.21 15.15

2005 12 18.46 7.69 42 4.44 -6.33 7 21.21 0.00

2006 15 23.08 4.62 48 5.07 0.63 8 24.24 3.03

2007 16 24.62 1.54 449 47.41 42.34 6 18.18 -6.06

2008 12 18.46 -6.16 301 31.78 -15.63 3 9.09 -9.09

2.2　经过评价与未评价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事件比较

填报的 65起职业病危害事件中 , 有 46起已明确了建设项

目是否经过评价 , 其中发生于未经评价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

害事件 、 涉及人数 、 致死人数与经过评价的建设项目之比分

别为:22∶1、 189∶1、 23∶1。两类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事件

发生数 、 涉及人数 、 死亡人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2。 　　

表 2　职业病危害事件与建设项目预评价的关系

项目类别 发生起数 涉及人数 死亡人数

经过评价项目＊ 2 (4.35) 4 (0.53) 1 (4.17)

未经评价项目 44 (95.65) 756 (99.47) 23 (95.83)

两项合计 46 760 24

　　＊:评价项目与未评价项目之间比较 , χ2 =10.84, 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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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项目的立项与评价情况

据填报的 514项各类建设项目中 , 应经过职业卫生评价

424项 , 实际经过职业卫生评价 48 项 (占应评价数的

11.32%)。在统计的 6年中 , 应评价的立项数平均每年递增

率为 50.20%, 而实 际经过 评价的 立项 数年递 增率为

-1.72%, 见表 3。

表 3　建设项目的立项与职业卫生评价情况

年份 立项数 应评价数 递增率 经评价数 评价率 递增率

2003 41 40 　— 6 15.00 —

2004 65 35 -12.50 6 17.14 2.14

2005 53 44 25.71 8 18.18 1.04
2006 60 54 22.73 3 5.56 -12.62

2007 81 63 16.67 13 20.63 15.07

2008 214 188 198.41 12 6.38 -14.25
合计 514 424 　— 48 — —

3　讨论

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正经历第三次职业病危害事故频发

期 (前两次高峰分别在 20世纪 “大跃进 ” 后期和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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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截至 2000年底全国尘肺病人累积已达 55.8万人 , 比

1986年增长 42%, 其中已死亡 13.3万人 , 现患尘肺病人 42.5

万人 , 新发尘肺病人每年以 1.5 ～ 2万人的速度增加;并且病

死率不断上升。 全国每年报告急性职业中毒数千人 , 死亡数

百人。当前我国每年因职业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20

多亿元 , 间接损失则更大 [ 1] 。广西 1992— 2005年新报告职业

病 1 475例 , 其中 2001— 2005 年报告的病例数占总数的

84.7%[ 2] 。据本次调查分析显示 , 近 6年来职业病危害事件 、

危及人数 、 致死人数平均每年分别以 5.23%、 6.25%、

0.61%的速度递增。 65起职业病危害事件 , 发生于未经评价

的建设项目 44起 , 仅 2起发生于经过评价的建设项目。两类

建设项目所发生的职业病危害事件比较 , 虽然平均每起事件

的致死人数无明显差别 , 但前者的平均每起危及人数达 17.2

人 , 而后者平均每起仅危及 2人。

广西目前发生的职业病危害事件与建设项目是否经过职

业卫生评价有明显关系。实践已证明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评价是贯彻我国卫生工作 “预防为主” 基本方针的最积极 、

最有效措施 , 可以将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和消除在建设项目

正式投入运行或者使用之前 , 避免不符合职业卫生要求的建

设项目盲目上马 , 走先危害后治理的老路。从源头管起 , 才

能有效控制 、 消除职业病危害。通过职业病危害评价可促进

用人单位革新工艺 , 采用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劳动者健

康的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材料 , 替代职业病危害严重的技术 、

工艺 、 材料;可促进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与

工艺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 , 优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方案 ,

为新建 、 改建 、 扩建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防治提供基本保证;

可避免建设项目投产后因职业卫生问题引起的返工和整改 ,

从而提高控制职业病危害的投资效果 [ 3] 。

据全区填报的 514项各类建设项目分析 , 应经过职业卫

生评价的项目为 424项 , 而实际经过职业卫生评价的项目 48

项 , 占应评价项目总数的 11.32%, 与河北省的报道结果接

近 [ 4] 。 6年中广西的建设项目立项平均每年递增 50.20%, 而

实际经评价的立项数年递增率为 -1.72%。可见我区近年来

的职业病危害事件频发 , 与厂矿企业建设项目评价工作开展

不力有很大关系。

参考文献:

[ 1] 宋建成.由几起重大职业病危害事件引出的思考 [ J] .环境与职

业医学 , 2003, 20 (4):315-316.

[ 2] 李勇强 , 葛宪民 , 李红 , 等.广西 1992至 2005年职业病发病情

况的流行病学调查 [ 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2007, 25

(12): 741-744.

[ 3] 孙长福 , 陈 , 祝江伟.试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的重

要性 [ J]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 2006, 22 (6):508-509.

[ 4] 郝振峰 , 丁红卫 , 许月霞 , 等.河北省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审查现状及对策研究 [ J] .医学动物防制 , 2006, 22 (8):

557-559.

　　收稿日期:2009-10-11

作者简介:于冬雪 (1964—), 女 , 副主任医师。

某钢铁公司主要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现状调查
Surveyonpresentapplicationstateofsafetydevicesagainstoccupationalhazardsinaniron-steelcompany

于冬雪 , 吕太杰 , 赵秀君 , 王静
YUDong-xue, LVTai-jie, ZHAOXiu-jun, WANGJing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劳动卫生研究所 , 辽宁 鞍山　114044)

　　摘要:采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某国有钢铁公司 6家重

点企业职业病危害个人防护用品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

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个体防护用品在选择 、 配备 、 管理等方面

存在一定问题 , 有现行技术方面的缺陷 , 也有卫生监督 、 企

业内部管理等方面的不足。提示 , 应开发 、 推荐 、 应用有针

对性的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 , 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相关

标准 , 对预防职业病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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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钢铁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 , 在创造可喜的经济效益的同时 , 职业病危害也给劳动者

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 为了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 找出国有钢铁企业职业病危害个人防护用品在选

择 、 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 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护用

品监督 、 评价与管理体系 , 预防 、 控制或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

我们对某钢铁公司 6个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现状进

行了调查。

1　内容与方法

1.1　内容

某钢铁公司为特大型国有企业 , 具有一定行业代表性。

此次调查共选择采矿 、 焦化 、 烧结 、 炼铁 、 炼钢 、 轧钢 6个

所属的大型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达

15 342人。对上述 6个企业 2006年 1月 1日— 2006年 12月 31

日期间主要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用品现状进行调查 , 并对主

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调查形式分为填表调查和问卷

调查两部分。

填表调查内容: (1)职业病危害现状 , 包括一般情况 、

生产部门组成 、 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 、 毒物 、 噪声 、 高温 ,

不包括放射性物质)及其分布 、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程度

(对上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等情况; (2)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以下简称 “个体防护用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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