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2　加大职业病人待遇保障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

议政府设立职业病专项基金 , 对没有完全享受到职业病待遇 、

生活确有困难的职业病人实施救济。鼓励企业承担一定的社

会责任 , 为职业病人提供特殊扶助。

3.2.3　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对不履行保障职业病人待遇

义务或未完全履行其义务的企业依法惩处 , 确保职业病人待

遇的落实。

3.2.4　积极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加强健康教育 , 让

尘肺病人了解尘肺病的发病特点 , 尽可能避免再就业时继续

从事接尘作业的现象 , 同时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 参加力所

能及的体育锻炼 , 不吸烟 、 少饮酒。做好职业健康监护和职

业病诊疗工作 , 保护职业病人的健康 , 维护社会和谐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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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星和 (1963—), 男 , 副主任医师 , 主要从事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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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厂镀铬作业重度铬鼻病调查
Investigationofthesevererhinopathyinachromiumplatingwork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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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 重庆　400060)

　　摘要:分析 10例镀铬工的临床资料及现场卫生学调查结

果。主要表现为鼻干 , 鼻塞 , 鼻痛 , 鼻衄 , 头痛及嗅觉减退 ,

鼻黏膜干燥 、 充血 、 糜烂 、 结痂。 鼻中隔穿孔最大 3.5 cm×

2.5cm, 最小 0.5 cm×0.7 cm。车间空气中铬浓度 (TWA)

为 0.075 ～ 0.23 mg/m3 , 平均 (0.146±0.08)mg/m3 , 远超

过国家卫生标准。卫生监督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职业卫生监

督执法力度 , 以减少职业性重症铬鼻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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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铬作业工人中重度铬鼻病 (鼻中隔穿孔)近年来逐渐

增多 , 现将我院 2010年调查某厂铬鼻病发生情况报告如下。

1　现场卫生学调查

该厂主要从事摩托车配件生产 , 镀铬车间建筑面积约

1 000 m2 , 高 4m, 无机械通风设施 , 由两侧窗自然通风 , 通

风状况差。生产工艺流程:镀件毛坯※清洗※镀铬※清洗※

烘烤。车间有 20名工人 , 手工操作 , 每天工作 12 h, 对工人

的主要危害因素是铬槽内的铬酸雾逸出 , 操作时戴纱布口罩 ,

工人的防护意识较差 , 常用被铬污染的手指抠鼻腔。测定车

间空气中三氧化铬含量 , 样本数 4个 , 空气中铬浓度 (TWA)

为 0.075 ～ 0.23 mg/m3 , 平均 (0.146±0.08)mg/m3 , 远超

过国家卫生标准规定的工作场所铬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C-TWA0.05 mg/m3)。

2　临床资料

本组 20名工人中共发现 10例重度铬鼻病 , 均为男性 ,

年龄 38 ～ 57岁 , 均为从事镀铬作业的电镀工 , 工龄 6 ～ 11

(平均 9.2)年 , 既往未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主要症状是鼻

干 、 鼻塞 、 鼻痛 、 鼻衄 、 头痛及嗅觉减退 , 鼻部检查见鼻黏

膜干燥 、 充血 、 糜烂 、 结痂。 纤维鼻咽喉镜检查均有鼻中隔

穿孔 , 最大 3.5 cm×2.5 cm, 最小 0.5 cm×0.7 cm;尿铬

0.02 ～ 0.11 μmol/L(正常参考值:0.34 μmol/L), 详见表 1。

未见皮肤损害 , 血 、 尿常规及肝 、 肾功能正常 , 胸片未见异

常。依据 《职业性铬鼻病诊断标准》 (GBZ12— 2002)确诊为

铬鼻病。

表 1　10例鼻中隔穿孔病例临床表现

序号 年龄(岁) 工龄(年) 头昏 头痛 鼻塞 鼻干 鼻衄 鼻痛 嗅觉减退 充血 糜烂 干燥 结痂 穿孔大小 (cm)尿铬 (μmol/L)

1 57 10 - + + + + + + + + + + 1×1 0.09

2 46 10 - + + + + - + + + + + 2×1.5 0.05

3 54 11 - + - + + + + + + - + 0.5×0.8 0.03

4 42 8 - - - + - - + - - + - 2×1.5 0.02

5 45 10 + + + + + + - - - + + 3.5×2.5 0.03

6 48 10 + + + + + + + - - + + 1×1 0.13

7 43 10 - + + + + + - - - + - 1.5×1　 0.03

8 38 6 - - + + - + - + - + - 0.5×0.7 0.05

9 44 8 - + + + - + + + + + + 　 1×1.5 0.11

10 39 9 - - + + + - + + + + - 1.5×1.5 0.05

3　讨论

六价铬化合物是强氧化剂 , 可使蛋白质变性 , 沉淀核酸 、

核蛋白 , 干扰酶系统;与皮肤接触后直接通过真皮发生刺激

和腐蚀作用 , 长期吸入可引起鼻炎 、 鼻中隔穿孔 [ 1] 。铬鼻病

的早期可出现鼻塞 、 鼻干燥 、 鼻痛 、 鼻黏膜充血 、 干燥或萎

缩 、 糜烂 , 较重时出现鼻中隔溃疡 , 继续加重则导致鼻中隔

穿孔。本组 10例镀铬工在通风不良且无有效防护措施的环境

中长期吸入高浓度的铬酸雾 , 致鼻中隔穿孔 , 其中穿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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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达 3.5 cm×2.5 cm, 属重度铬鼻病。

有文献报道 [ 2]工作 1年后即可发生鼻中隔穿孔。本组患

者的工龄较长 (平均 9.2年), 由于本次体检之前从未进行过

职业健康检查 , 鼻中隔穿孔发生于何时难以确定。如能坚持

定期体检 , 可早期发现病变 , 及时进行相应处理 , 应能避免

发展为鼻中隔穿孔。本组患者尿铬均未超标 , 且尿铬高低与

鼻中隔穿孔大小未见平行关系 , 提示重度铬鼻病的发生可能

与尿铬高低关系不密切。

该厂镀铬车间空气中铬浓度严重超标 , 企业未按照 《职

业病防治法》 的规定定期安排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工人缺

乏自我保护意识是引起铬鼻病高发的主要原因。因此 , 卫生

监督部门应加大对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 促使企业

加强车间内的机械通风 , 降低工作场所中铬的浓度 , 同时对

工人进行职业危害和劳动防护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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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问卷方式对宜昌市重点行业的 10家用人单

位 , 223名流动人员进行职业健康监护现状的调查 , 了解这部

分人群的基本情况 , 发现职业健康监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结合现有的职业健康监护模式 , 探讨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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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迅猛增长 ,

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 1] 。由于这类人群的文化水平普遍

偏低 , 专业技能不强 , 基本处在各类产业的较低层次 , 从事

粗 、 重 、 脏 、 累等高危险性的工作 , 发生工伤事故和群体职

业病的几率更高 , 承担更大的健康风险 [ 1] 。作为弱势群体的

一部分 , 他们的社会保障现状差 , 缺失相应的权益保障制度。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宜昌市重点行业流动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

现状 , 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为今后建立合理有效的职业健

康监护模式提供参考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宜昌市 10家用人单位 223名流动工人

做为研究对象 , 行业分类包括机械制造 、 包装制作和化工行

业 , 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 、 噪声 、 化学毒物 (苯及

其同系物 、 铅 、 黄磷等)。

1.2　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表法 , 数据录入为 Epidata3.1数据库 ,

采用 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从调查的基本情况看 , 流动务工人员接触职业危害岗位

的比例为 97.3%。以 20 ～ 50岁年龄段为主 , 占到本次被调查

者总人数的 97.8%;所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 以中学文化程

度为主 , 初中占 35.3%, 高中或中专占 45.2%, 受过大学或

以上高等教育者所占比例只有 18.7%。人均收入也以中低档

为主 , 月收入 1 000 ～ 1 500元的占调查总人数的 80.7%, 月收

入 800元以下的占 14.3%, 月收入2 000元以上的只有 4.5%。

2.2　职业健康监护现状

流动人口的上岗前体检率为 38.6%, 在岗期间的体检率

为 81.61%, 离岗时的体检率为 9.42%, 上岗前和离岗时的

体检率明显偏低。

在体检费用承担方面 , 虽然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中明确规定体检费用应由用人单位全额承担 , 但在本次调查

中由单位全额支付体检费的比例很低 , 岗前为 24.2%、 在岗

期间 61.0%、 离岗时仅 3.6%。见表 1。

表 1　流动人口职业健康体检及费用支付情况

体检类型 接受体检人数 体检率(%)单位全额支付人数 构成比(%)

岗前期 86 38.60 54 24.2

在岗期间 182 81.61 136 61.0

离岗时 21 9.42 8 3.6

2.3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中劳动合同签订率 16.1%, 医保参保率为

42.2%, 工伤保险参保率为 65.0%, 职业卫生培训率为

20.2%, 尤其是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工作方面存在缺口 ,

对这部分人群的建档率仅为 10.3%, 且本次调查对象中无一

人在离岗时向用人单位索要自己的职业健康档案 (复印件)。

3　讨论

目前我国缺乏统一的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法规和相应的

权益保障制度 [ 2] , 现有的职业健康监护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

此类人群 , 根据流动人口的职业特点 , 建议从以下几点完善

该项工作。 (1)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强制性政策 , 将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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