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T异常率为 19.1%, 总胆红素均处于正常值范围内;B超

异常率 42.8%, 主要表现为轻 ～中度脂肪肝 (22.5%)、 肝内

胆管结石 (5.7%)、 胆囊结石 (5.3%)等;心电图异常率

31.3%, 主要表现为窦性心律过缓 (12.6%)、 窦性心律不齐

(9.9%)、 肢体导联低电压 (4.2%)等 , 放射工作人员肝功

能 、 B超 、 心电图检查情况见表 5。

表 5　放射工作人员 ALT、 B超 、 心电图检查情况

工龄组

(年)

受检

人数

ALT

异常数 异常率(%)

B超

异常数 异常率(%)

心电图

异常数 异常率(%)

～ 5 93 14 15.1 35 37.6 28 30.1

6～ 10 42 7 16.7 16 38.1 15 35.7

11～ 15 37 8 21.6 11 29.7 8 21.6

16～ 20 44 12 27.3 18 41.0 15 34.1

21 ～ 46 9 19.6 32 69.6 16 34.8

合计 262 50 19.1 112 42.8 82 31.3

　　经 χ2检验 , ALT异常 、 心电图异常率与工龄无明显相关

(P>0.05), 而 B超检查异常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增加 (趋势χ2

检验 , P=0.004<0.05)。

3　讨论

放射工作人员长期接受小剂量电离辐射产生的效应 , 主

要以眼晶体损伤和血液系统的变化为特征 [ 1] 。

本次调查中眼晶体混浊率随工龄的增长而增高 , 这与国

内其他文献的报道一致 [ 2 ～ 4] , 且眼晶体混浊以后囊出现混浊

为主 , 原因可能是电离辐射所致眼晶体最初后囊出现混浊 ,

然后逐渐向前部及赤道发展 [ 5] 。

血常规检查指标中不同工龄白细胞异常率最高 , 白细胞

异常率随工龄的增长先降低后升高 , 原因可能是人体受照射

的早期白细胞反应较敏感 , 长期从事放射工作后 , 机体血液

系统开始出现 “适应性反应” [ 6] , 在小范围内呈现回升 , 当接

受的放射剂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 , 机体代偿功能降低 , 白细

胞再度下降。血常规各指标与工龄相关性不明显 , 原因可能

是长期小剂量电离辐射对血液系统的生物效应 , 是损伤与修

复同时存在的动态变化过程 , 接触小剂量电离辐射时无明显

的剂量-反应关系 [ 7] 。本文对不同性别的血常规指标异常率也

进行了统计学分析 , 发现女性白细胞异常率显著高于男性 ,

初步说明女性白细胞较男性对小剂量电离辐射更为敏感 , 这

与张晓等 [ 8]研究结果一致。

其他检查中 , 除 B超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 其

他均无统计学意义。 B超异常主要表现为轻 -中度脂肪肝 、

肝内胆管结石 、 胆囊结石等 , 由于受生活习惯及环境影响

较大 , 与接触小剂量电离辐射是否有相关性有待进一步

探讨 。

本次放射人员健康调查显示 , 长期小剂量电离辐射可对

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 建议卫生监督部门加强放射卫生

的监管力度 , 建立科学化系统化的监督 、 检测系统;加强宣

传放射防护知识 , 提高放射人员自我防护意识;医疗及企业

单位应加强本单位的自主管理 , 设置专职负责防护工作人员 ,

定期组织放射人员健康体检 , 从而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 ,

促进我国医疗卫生及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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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接触粉尘可导致尘肺病的发生 , 并影响个人

的身心健康。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该生产企业职业危害较严

重 , 应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加强通风除尘 , 采用湿式作

业 , 保证防尘设备的正常运转 , 加强个体防护 , 加强职业卫

生知识宣传 , 粉尘危害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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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 建材的需求越来越

大 , 大量玻璃生产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 同时其所带来的职

业危害因素也日益严重。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石英石 、 长

石 、 石灰石等 , 而石英石是制造玻璃的最主要原料 , 二氧化

硅含量高达 98% [ 1] 。玻璃生产过程中最主要的职业危害是粉

尘 , 为了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 , 必须对防尘工作予以高度重

视。现将某玻璃生产企业粉尘危害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

的管理建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对某玻璃生产企业现场粉尘浓度进行检测 , 对 233名粉

尘作业人员进行在岗期间职业性健康体检及防尘知识调查。

1.2　方法

现场作业环境粉尘浓度测定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

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 2007)的要求 , 根据 《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 2007)对检测结果进

行评价。接触粉尘危害因素工人在岗期间的职业性健康检查 ,

由有职业性健康检查资质的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 ,

检查内容:职业史 、 既往病史和职业危害接触史调查 , 内科 、

血压 、 心电图 、 B超 、 血常规 、 胸部高仟伏胸片 、 肺功能

检查。

1.3　依据

尘肺诊断和分期按 GBZ70— 2009 《尘肺病诊断标准》 由

市职业病诊断机构集体读片诊断。

2　结果

2.1　粉尘检测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共检测 21个作业点 , 其中超标 5个作

业点 , 超标率 23.8%。不同岗位粉尘浓度检测结果详见表 1。

表 1　不同岗位粉尘浓度检测结果

检测点 检测点数 超标点数

破碎岗位 4 3

上料岗位 4 2

称量岗位 4 0

混合岗位 4 0

其他岗位 5 0

2.2　职业健康检查

该玻璃生产企业在岗体检人数 233人 , 其中男性 211人 、

女性 22人 , 共查出各种情况异常者 130例 , 异常率 55.8%。

其中Ⅱ期矽肺 1例 , Ⅰ 期矽肺 5例。不同岗位工人综合检查

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岗位工人综合检查结果

工　种 高血压 心率增快 胸片异常 慢性胆囊炎

破碎工 10 2 35 2

上料工 8 3 32 1

称量工 6 2 10 0

混合工 3 1 8 0

其他工种 1 0 6 0

2.3　防尘意识调查

本次对粉尘作业环境在岗 233人进行防尘意识调查 , 经

过数据处理得到有效问卷 220份 , 剔除不合格问卷 13份。其

中男性 201人 、 女性 19人。

2.3.1　作业人员粉尘危害认知情况　粉尘作业工人对生产性

粉尘的定义和对所从事工种的职业性体检周期的知晓率较低 ,

详见表 3。

表 3　粉尘作业工人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项目 应答人数 知晓人数 知晓率(%)

什么是生产性粉尘 220 112 50.9

是否知道接触粉尘有危害 220 218 99.1

粉尘危害能否预防 220 208 94.5

是否知道自己工种的体检周期 220 98 44.5

2.3.2　粉尘作业工人对防尘知识获得途径　作业工人对粉尘

知识的获得途径中占较大比例的是宣传画 (占 24%)和传单

(占 26%), 属于大众传媒的报纸 、 杂志较少 , 分别占 5%

和 0.6%。

2.3.3　粉尘作业工人个人防护用品 (最主要是防尘口罩)

使用情况　调查对象中 , 工作中每次都使用防护用品的占

41.5%, 经常使用的占 22.3%, 偶尔使用的占 20.6%。说明

近 50%的工人坚持佩戴防护用品 , 其他工人的防护用品使用

率较低。

3　讨论

长期以来 , 粉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问题一直得到全社会

的广泛关注 , 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已屡见不鲜 [ 2] 。 长期接触粉

尘 , 不仅导致尘肺病的发生 , 还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 [ 3] 。从

本次调查结果看 , 破碎岗位及上料岗位粉尘浓度超标严重 ,

而此岗位工人的体检异常率也较高。 该生产企业职业危害较

严重 , 应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 加强通风除尘 , 采用湿式

作业 , 保证防尘设备的正常运转 , 加强个体防护 , 加强职业

卫生知识宣传 , 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 保障员工和企业

的合法权益。按 《职业病防治法》 要求定期对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 使生产环境符合安全生产规定。定期

对工人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 及时调整职业病疑似患者的工

作岗位。对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

进行职业卫生保健的健康教育与促进 , 从思想上提高预防控

制职业病的自觉性。建立健全职业卫生与安全制度 , 确保经

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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