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不同行业超标率比较

行业名称 测试点 (个) 超标点 (个) 超标率 (%)

电子 536 42 7.84

建材 35 9 25.71

机械 185 75 40.54

木质家具 110 44 40.00

皮革 37 2 5.41

箱包鞋帽 33 4 12.12

电镀 14 4 28.57

其他 201 38 18.91

3　讨论

近几年来 , 正己烷和三氯乙烯在我市已明确为 “高毒物

品” , 严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本次检测结果也表明 , 大

部分企业正己烷为未检出 , 少数使用正己烷的企业检测值也

比较低 , 超标率为 0。另外 , 检测结果显示苯无超标 , 说明苯

的危害已经被人们所认识 , 现在使用的有机溶剂中苯已经受

到了限制 , 使用了甲苯和二甲苯来替代 , 故其超标率分别为

12.5%和 5.03%,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甲基甲酰胺 (DMF)属亲肝毒物 , 可引起肝实质细胞

损害 , 肝细胞质和细胞坏死 [ 2] 。合成革生产中制浆 、 涂头工

序是职业病危害的关键控制点 , 必须进行工艺改革 , 用自动

化 、 密闭化生产代替直接手工操作 , 在源头上控制 DMF的挥

发和作业工人皮肤接触;局部应加强科学合理的通风;加强

个人防护 , 如佩戴防毒口罩 、 防护手套等。

生产性粉尘是危害严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对 150

家重点企业的检测结果显示 , 木粉尘 、 滑石粉尘超标率为

100%。粉尘高浓度点主要存在于木质家具 、 建材生产企业的

抛光 、 裁板 、 固料粉碎 、 投料和包装等工位。 这些岗位生产

工艺难以改进 , 只能人工操作 , 且操作人员近距离的接触 ,

危害不容忽视。可以通过设置通风除尘和净化系统 , 来保证

工作场所粉尘浓度符合标准限值 , 降低粉尘的危害。

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 生产性噪声已成为严重危害

职业健康的因素。检测资料分析表明 , 职业病危害因素中生

产性噪声检测合格率最低。原因与噪声主要分布在机械行业

有关。通常机械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都在 85 dB(A)

以上 , 如冲压 、 压铸 、 打磨 、 喷砂等工艺 , 而且生产工艺方

面难以改进 , 随着设备使用年限的延长 , 机器逐步老化 , 所

产生的噪声也会随之增加 [ 3] 。可以通过选用低噪声工艺及设

备 、 合理布置 、 隔声 、 消声等降噪措施减少噪声危害。 在尚

不具备噪声治理条件时 , 应加强操作人员的个人防护。橡胶

或软塑料制成的耳塞是保护听觉器官的有效措施 , 其隔声效

果可达 20 ～ 35 dB(A)[ 4] 。

从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行业分布来看 , 机械与木质家具行

业超标严重 , 机械行业超标主要以噪声为主 , 木质家具超标

主要以木粉尘为主。电子行业超标率较低 , 主要因为电子工

业作业环境要求更洁净和安全 , 但是有可能在某一岗位数百

种化学物质集中使用 , 因此电子行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控

制也不容忽视。

建议疾控机构及监督部门加强对企业业主和企业员工的

职业病防治宣传培训 , 落实企业的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 各

监管部门应相互配合 , 加强监督检查 , 提高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监测和防制 , 着重加强对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管 , 并

制定综合职业病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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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009年 10月— 2010年 2月的急诊手外伤患者

损伤资料进行分析。分为 <45岁 、 45 ～ 60岁及 >60岁 3组。

损伤原因按 ICD-10进行分类。机器事故造成的损伤最常见 ,

占损伤人数的 48.9%, 男性多于女性 。每天以 10:00 ～ 12:

00, 14:00～ 16:00为高发时段。每例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

为 11.18d, 直接医疗费用为 10 383元。 分析显示 , 苏州地区

手外伤以外来打工者居多 , 发病率较高 , 应加强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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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属于意外伤害的一种 , 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 , 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工农业生产机械

的应用日益广泛 , 手外伤也日益成为一种多发外伤 , 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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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于常见 、 多发 , 故总体影响和损失是怵目惊心的。

现对 2009年 10月— 2010年 2月就诊的 1 047例手外伤患

者损伤原因进行分析 。旨在了解其特征及发生规律 , 进一步

建立地区间和学科间的合作 , 加强预防工作 , 使意外伤害得

到有效控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某院 2009年 10月— 2010年 2月急诊手外伤患者 , 15岁

以下患者不在本组调查之列。

1.2　资料来源

某院 2009年 10月— 2010年 2月手外科出院病人的疾病

分类报表和病案数据库检索统计所需数据。

1.3　方法

(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年龄划分标准 , 45岁以下为

青年 , 45 ～ 60岁为中年 , 60岁以上为老年 , 分为三组对手外

伤患者的损伤原因进行统计分析。损伤外部原因按照国际疾

病分类 ICD-10分类。 (2)制定手外科患者信息调查统计表 ,

包括姓名 、 性别 、 年龄 、 户籍 、 工种 、 受伤部位 、 企业性质 ,

由小组成员对 1 047例病历进行分类统计与分析。

2　结果

2.1　受伤情况

1 047例手外伤患者 , 前四位致伤原因分别是机器事故 、

切割伤 、 意外物体压伤 、 切割和穿刺器械引起的事故 , 占

81.3%, 其中以机器事故造成的损伤最为常见 (见表 1), 占

损伤原因的 48.9%;受伤部位上 , 食指和中指最易受伤 (见

表 2), 单部位受伤 926例 , 占 88.4%。

表 1　1047例急诊手外伤患者的前四位致伤原因

致伤原因 损伤人数 %
　　　男　　　

人数 %

　 　　女　 　　

人数 %

机器事故 512 48.9 400 78.1 112 21.9

切割伤 179 17.1 150 83.8 29 16.2

意外物体压伤 136 13.0 115 84.6 21 15.4

切割和穿刺器

械引起损伤
24 2.3 22 91.7 2 8.3

合计 851 81.3 687 80.7 164 19.3

表 2　受伤部位构成

部位　　
受伤总次数

指数 %

拇指伤 280 18.5

食指伤 472 31.2

中指伤 452 29.9

环指伤 184 12.2

小指伤 72 4.8

掌部伤 2 0.1

腕部伤 4 0.3

前臂伤 2 0.1

其他 46 3.0

合计 1 514 100.0

2.2　性别特征

机器事故造成的损伤男女比例为 3.57∶1, 切割伤男女比

例 5.17∶1, 意外物体压伤男女比例 6.47∶1, 切割和穿刺器械

引起的事故男女比例 11∶1, 男性远高于女性 (见表 3)。

表 3　性别比及年龄分布

年龄 (岁)
损伤

人数
%

　　　男　　　

人数 %

　 　　女　 　　

人数 %

<45 877 83.8 713 81.3 164 18.7

45～ 60 143 13.7 106 74.1 37 25.9

>60 27 2.6 22 81.5 5 18.5

合计 1 047 100.0 841 80.3 206 19.7

2.3　年龄特征

45岁以下为 877例 , 占损伤人数的 83.8%, 绝大多数为

青壮年 , 其中男女比例为 4.34∶1;45 ～ 60岁为 143例 , 占损

伤人数的 13.7%;60岁以上为 27例 , 占损伤人数的 2.6%。

2.4　受伤时间分布

受伤时间较集中的为早晨 10:00 ～ 12:00 (20.1%), 下午

12:00～ 14:00 (12.3%), 14:00 ～ 16:00 (17.9%), 16:00 ～

18:00 (12.8%)。

2.5　人群 、 职业分布

外地务工人员 839例 , 占本组调查的 80.1%。手外伤患

者主要集中在企事业单位 , 其中大部分以机械制造业工人为

主 , 机械工最多 (57.6%), 其次为电器工 (10.8%)、 印染

工 (7.8%)、 建筑工 (6.3%)、 五金工 (5.6%)等。

2.6　入院前情况

受伤后 1 h内入院的最多 , 为 64.3%, 2 h内入院者占总

数的 82.3%。 19.2%的患者受伤后可以自己前来 , 80.8%的

患者由工厂直接送来或其他方式送来。

2.7　愈后情况

大多为 Ⅱ /甲 。其中 , Ⅰ 类切口 153例 (14.6%), Ⅱ类

切口 890例 (85.0%)。愈合等级甲类 651例 (62.2%), 乙

类 16例 (1.5%), 未拆线 376例 (36.0%)。 20.2%的患者

治愈出院 , 74.1%为好转 , 5.6%为自动出院 。平均住院时间

11.18 d。平均住院费用为10 383元。

3　讨论

3.1　手外伤的流行特征

3.1.1　性别 、 年龄分布　手外伤患者有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差

异 ,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 以青壮年居多 , 这与他们是社会主

要劳动力 , 所从事的工作强度大 、 工种多有关。这一点与国

内外手外伤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一致 [ 1, 2] 。

3.1.2　时间分布　本组资料显示 , 每天以 10:00 ～ 12:00,

14:00 ～ 16:00为高发时段 , 可能由于排班不科学 , 上班时

间长 , 生产上易发生疏忽。因而 , 我们在手外伤的医疗资源

配置上可以向高发时段适当倾斜。

3.1.3　地点分布　手外伤患者外来务工者高于本地 , 这与苏

州地区地处江苏省东南部 , 经济增长快 , 工作机会较多 , 外

来务工人员较多有关。而外来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分布于劳动

密集型生产企业 , 因此 , 手外伤发生的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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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伤情分布　在手外伤的损伤外部原因中 , 以机器事故

造成的损伤最为常见。本调查中机械 、 电子 、 五金 、 纺织工

人较多 , 脑力劳动者 、 个体职业 、 学生较少。 务工人员综合

认知能力普遍较低 , 缺乏劳动保护意识 , 超时工作 , 疲劳上

岗 , 劳动强度大;企业缺乏必要的岗前培训以及安全教育 ,

无安全保护措施和制度 , 思想上不够重视。入院时 , 多数受

伤者情况比较紧急 , 因此会就近选择医疗机构进行处理。本

研究还显示 , 64.3%的患者在受伤后 1h送入医院就诊 , 这比

柳州和烟台报道的就诊时间要短 [ 3, 4] , 这可能与医院选址位于

工厂聚集处 , 工人处于服务区有关。

3.1.5　本研究显示 , 926例 (88.4%)为单部位损伤 , 121

例 (11.6%)为多部位损伤。受伤部位以手指最常见 , 食指

和中指因其使用频率高 , 故受伤的机会也多。

3.2　愈后情况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 , 手外伤患者在出院时功能有明显好

转 , 但尚未完全恢复到受伤前的状态。

国内对手外伤经济损失的研究显示 , 手外伤住院费用最

多为 14万元 , 平均为9 902元 , 有些病人难以负担高昂的医药

费选择自动出院 [ 5] 。本研究中 , 每例平均住院费用为 10 383

元 , 有 5.6%的病人自动出院。手外伤引起劳动时间减少 , 劳

动能力减弱 , 工作选择也可能受到限制 , 同时也使社会生产

力受到影响 , 可见手外伤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负面

影响极大。

4　建议

(1)企业本身应遵守法律法规 , 爱护自己的员工 , 加强

劳动保护;做好安全生产教育以及岗前培训 , 从思想上重视

起来。劳动者也要积极参加各类技术培训 , 不断提高技术技

能以及文化水平。 (2)加强劳动法律法规宣传 , 禁止超时加

班 , 同时做好科学排班;劳动者自身也要注意工余时间的休

息 , 保证有充沛的精力应对工作;加大安全检查力度 , 定期

检修 , 保证机械完好 , 淘汰陈旧设备 , 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

用品。 (3)组织学习医学知识 , 提高员工自我保护意识 , 减

少职业伤害;我院安排医务人员定期到医疗协议单位开展急

救与安全知识讲座;同时 , 企业也要多与员工沟通 , 了解其

心理 、 身体状况。 (4)卫生主管部门应协调医院加强手外伤

急诊患者救助的绿色通道建设;企业可与医院签订医疗协议 ,

开通绿色通道 , 为伤员赢得时间 , 降低伤残率。 (5)开展三

级预防工作 , 减少手外伤的发生。现在已形成的干预措施有

工程干预 、 经济干预 、 强制干预和教育干预 4类 [ 6] , 劳动保

护部门要加强监督 , 重点在企事业单位。 (6)民政部门应切

实负起责任 , 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 监督企业 , 及时调节因

工伤产生的劳动纠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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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甘肃省疾控中心 1986— 2009年接尘作业体检

企业情况 , 了解我中心接诊的接尘作业体检企业总数的变化 ,

企业地区 、 行业分布和企业健康监护情况 , 为制定职业病防

治和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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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疾控中心具有职业健康体检资质和职业病诊断资

质 , 每年对我省多家接尘作业企业职工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

阅片和尘肺病诊断工作 , 并接诊辖区内接尘作业人员提出的

尘肺病诊断申请 , 是我省尘肺病新诊断病例主要上报单位。

分析甘肃省疾控中心存档的 1986— 2009年接尘作业体检人员

阅片记录和职业性健康体检报告 , 以掌握接尘作业体检企业

的地区 、 行业分布和企业健康监护情况。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存档的 1986— 2009年接尘作业

体检人员 X线胸片阅片记录和职业性健康体检报告 , 包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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