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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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1] 何凤生.中华职业医学 [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99:

257-258.

[ 2] 杨志良 , 许薇玉 , 潘国英 , 等.从职业性铬鼻病的发病评价本病

的诊断标准与卫生标准 [ 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 1991,

9 (4): 249-252.

　　收稿日期:2010-10-18;修回日期:2010-12-22

作者简介:李燕 (1980—), 女 , 医师 , 从事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宜昌市流动人口职业健康监护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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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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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动人口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管理措施　　　　 人数 构成比 (%)

合同签订 36 16.1

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 51 22.9

职业卫生培训 45 20.2

健康监护档案建立 23 10.3

参加医疗保险 94 42.2

参加工伤保险 145 65.0

口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纳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范围 , 一旦发现

问题给予督促和纠正。 (2)进一步普及职业卫生培训教育 ,

培训对象覆盖用人单位负责人 、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

三类人群。从而强化用人单位管理人员的责任观念 , 唤醒劳

动者的维权意识和防护意识。 (3)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

理 , 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集中区域和外包项目的管理。 要在

生产成本中确保必要的投入 , 完善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职业

健康监护的档案管理制度 , 保证流动人口与固定工人享受同

等的职业卫生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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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镇花岗岩小石材加工业农民工矽肺发病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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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某镇花岗岩小石材加工厂作业场所职业卫

生情况和农民工矽肺发病动态情况 , 调查该镇 47家花岗岩小

石材加工厂现场职业卫生情况 , 对 420名农民工进行高仟伏

X线胸片拍摄 , 对观察对象进行了连续 2年动态观察。结果

显示 , 多数石材加工厂环境简陋 , 无除尘设备 , 个人防护用

品配备不齐。 2009年胸片拍摄筛检出观察对象 71人 , 观察对

象的检出率为 16.9%。 2010年对 40名观察对象进行随访检

查 , 确诊矽肺病 9人 , 检出率为 2.14%。说明乡镇花岗岩小

石材加工作业环境恶劣 , 具有矽肺发病率高 、 发病工龄短等

特点 , 需要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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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主要由石英 、 长石 、 少量云母和暗色矿物 (橄榄

石类 、 辉石类 、 角闪石及黑云母)组成 , 具有结构致密 、 质

地坚硬 、 耐腐蚀性强 、 耐久性和装饰性均好等特点。花岗岩

板材经过锯切 、 加工 、 研磨 、 抛光后成为不同规格的装饰板

材 , 可用于建筑及装饰 、 装修业 , 筑路行业等 , 由于其销路

广泛 , 也带动了乡镇花岗岩小石材加工业的兴起 , 加工厂企

业人员全部为农民 , 因石材加工过程中可产生大量矽尘 , 如

果防护不当 , 可致矽肺。为了解花岗岩加工厂的职业卫生情

况和接尘农民工矽肺发病情况 , 对某镇 47家花岗岩小石材加

工厂进行现场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现场职业卫生调查

了解石材加工厂基本情况 、 石材加工工艺 、 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情况。

1.2　胸部高仟伏 X线摄片检查

利用体检车对本组 47家花岗岩加工厂的 420名接尘农民

工进行胸部高仟伏 X线摄片检查。

2　调查结果

2.1　花岗岩加工厂基本情况

近十年 , 该镇先后建起小石材加工厂 126家 , 都是私营

或个体企业 , 每家加工厂作业人员 5 ～ 10人 , 最大的一家作

业人员为 40人 , 接触粉尘作业人员共计 793人。

2.2　花岗岩加工工艺及职业病危害因素

该镇石材厂主要生产加工花岗岩路边石 、 铺路石及石材

雕刻工艺品等。石材加工工艺:荒料锯割※研磨抛光※切断

※凿切※烧毛※辅助加工※检验修补 ,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有矽尘 、 噪声 、 局部振动等 , 但主要职业病危害是

矽尘。

2.3　防护及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多数石材加工厂设施简陋 , 基本没有防护设施 , 作业人

员多数不戴防护口罩 、 防护耳塞 , 少数佩戴者的防护效果不

理想。多数石材加工厂没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 作业人员没

有进行上岗前 、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 无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制度。

2.4　胸部高仟伏 X线摄片检查结果

2009年对该镇 47家石材厂的 420名接触粉尘作业农民工

进行了 X线胸片拍摄。根据 《尘肺病诊断标准》(GBZ70—

2009), 筛检出观察对象 71人 , 检出率 16.9%。 2010年对 40

名观察对象进行 X线胸片拍摄复查 (有 31名观察对象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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