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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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1] 梅良英 , 俞文兰 , 马建东 , 等.流动人口职业健康监护现状与发

展趋势 [ 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2008, 21 (4):276-278.

[ 2] 朗朗.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 J].法制与社会 ,

2009, 5:284.

　　收稿日期:2010-12-06

作者简介:李振雪 (1978—), 女 , 主管医师 , 主要从事职业卫

生现场调查评价工作。

某镇花岗岩小石材加工业农民工矽肺发病动态分析
Dynamicanalysisonincidencesofsilicosisamongpeasant-workersinsmallprocessingenterprisesinacertaintown

李振雪 , 马雪松 , 刘韶华
LIZhen-xue, MAXue-song, LIUShao-hua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大连市职业病防治院 , 辽宁 大连　1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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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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矽肺病 9例 , 均为男性 , 经 1年动态观察 , 矽肺检出率

为 2.14%。患者年龄分布 43 ～ 60岁 , 平均年龄 49岁 , 发病

工龄 7 ～ 26年 , 平均发病工龄 13.4年。

3　讨论

3.1　乡镇小石材业矽肺发病形势不容忽视

本次调查矽肺的检出率为 2.14%, 是本市大企业接尘人

员年最高矽肺检出率 (0.21%)的 10.3倍;而观察对象的检

出率 16.9%, 也高于本市大企业接尘人员年最高观察对象检

出率 (0.21%)的 8.2倍。最短发病工龄 7年 , 平均发病工

龄 13.4年。上述数据足以说明 , 乡镇小石材加工业矽肺病的

发病形势比大工业企业严重 , 具有发病率高 、 发病工龄短的

特点。当前 , 乡镇小企业的矽肺病防治已成为职业病防治工

作的盲点 , 潜伏的矽肺病危害不可忽视。

3.2　发病原因

引发矽肺病的最主要因素是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 ,

文献记载花岗岩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高达 50% ～ 60%, 花岗

岩粉尘对人体具有高危害性。作业现场无防尘除尘设施 , 无

个人防护用品 , 工人接触高浓度粉尘。又由于乡镇小企业 ,

疏于 《职业病防治法》 的贯彻 , 既没有开展预防性职业卫生

监督 , 从源头预防和控制粉尘危害 , 也没有建立健康监护和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的经常性监督制度 , 农民工缺

少职业卫生教育培训 , 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认识不足 , 自我保

护意识差。这些因素为矽肺病高发埋下隐患。

3.3　建议

乡镇小石材加工业发展日益加快 , 已经成为矽肺发病的

高危行业 , 对其职业病的防护工作若不予以关注 , 有可能造

成职业病群发的后果 。目前 , 乡镇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的

薄弱环节是对 《职业病防治法》 贯彻不力 , 未开展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 , 危害源头未能得到控制;经常性的

职业卫生监督也是空白 , 致使用人单位回避了职业性健康监

护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义务。 故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 要

在乡镇企业大力宣传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 加大执法力

度 , 要求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责任 ,

履行法律义务 , 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 , 预防和控制职业

病的发生。

　　收稿日期:2010-05-05

作者简介:麦志丹 (1979—), 女 , 硕士 , 主管医师, 主要从事尘

肺病防治研究。

2009年广西新诊断尘肺发病特点及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Epidemiologicalcharacteristicanddevelopmentfeatureofnewlydiagnosedpneumoconiosis

inGuangxiautonomousregionduring2009

麦志丹 , 李小萍 , 葛宪民 , 汤俊豪 , 王惠明
MAIZhi-dan, LIXiao-ping, GEXian-min, TANGJun-hao, WANGHui-ming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对广西 2009年新诊断的尘肺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分析。 2009年广西尘肺发病以矽肺 (88.37%)为主 , 尘

肺并发结核率高 , 接尘工龄短 , 尘肺发病的行业系统主要分

布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煤炭采选业 ,

工种以风钻工 、 爆破工和掘进工为主。尘肺病人主要分布在

南宁市 、 柳州市和河池市。说明广西矽肺发病率仍较高 , 需

加强对矿山开采业尘肺的防治工作 , 注重对企业接尘工人和

外出农民工进行尘肺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和职业健康体检工作。

关键词:尘肺;矽肺;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R13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11)02-0140-02

为及时掌握广西尘肺病的分布及发病特点和流行特征 ,

并为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对广西 2009年

新发的尘肺病进行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经广西尘肺诊断组确诊的 2009年尘肺病例。

尘肺分类按卫生部颁布的职业病名单中规定的 12种尘肺

进行统计;诊断分期依据尘肺病诊断标准 (GBZ70— 2002和

GBZ70— 2009)。应用 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 数据

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 。

2　结果

2.1　尘肺发病情况与临床特点

2009年广西诊断尘肺 138例 , 其中新诊断尘肺病 129例。

新诊断Ⅰ期 93例 (72.09%), Ⅱ期 33例 (25.58%);Ⅲ期 3

例 (2.33%)。尘肺并发结核 27例 (Ⅰ期 15例 、 Ⅱ期 10例 、

Ⅲ期 2例), 并发率为 20.93%。 新诊断的病例中 , 矽肺 114

例 (88.37%), 电焊工尘肺 5例 (3.88%), 煤工尘肺和铸工

尘肺各 3例 (分别占 2.33%), 有色金属冶炼工尘肺 2例

(1.56%), 滑石尘肺和其他尘肺各 1例 (各占 0.78%)。

2.2　尘肺各期的发病年龄与接尘工龄

新诊断Ⅰ期尘肺发病年龄 (54.01±12.85)岁 , 接尘工

龄 (18.20±12.25)年;Ⅱ期发病年龄 (43.88±8.74)岁 ,

接尘工龄 (7.11±4.15)年;Ⅲ期发病年龄 (40.67±9.81)

岁 , 接尘工龄 (3.33±1.53)年。新诊断各期尘肺发病年龄

和接尘工龄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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