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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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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作业体检人员性别 、 年龄 、 工作单位 、 工种 、 诊断结果等

信息。

1.2　统计方法

将资料信息输入 Epidata数据库 , 使用 SPSS13.0统计分

析软件对数据分析描述。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1986— 2009年接尘作业体检人员 X线胸片阅片共 33 481

份 , 涉及企业 266家 (见图 1)。每年接尘作业人员体检企业

数不同 , 企业数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图 1　1986— 2009年体检企业数年度变化

2.2　企业地区分布情况

266家企业地区分布见表 1。全省 14个市 (州)均有接

尘作业企业在我中心做职业性健康体检 , 其中兰州市最多占

62.4%, 酒泉市占 12.4%, 白银市占 6.8%。

表 1　体检企业地区分布

地区 企业数 构成比 (%)

兰州 166 62.4

酒泉 33 12.4

白银 18 6.8

陇南 11 4.1

天水 8 3.0

平凉 7 2.6

武威 4 1.5

庆阳 3 1.1

定西 3 1.1

张掖 3 1.1

甘南 3 1.1

嘉峪关 3 1.1

金昌 3 1.1

临夏 1 0.4

合计 266 100

2.3　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266家企业行业分布见表 2。 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 1998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 (GB/T4754— 2002)分类。在我中

心体检企业中 , 建材行业占 14.7%, 机械占 13.5%, 电力占

9.8%, 有色金属占 7.5%, 煤炭占 6.4%。

2.4　企业健康监护情况分析

在 266家企业中 , 有 25家 (占 9.4%)企业多年坚持每 1

～ 2年在我中心为职工做在岗期间职业性健康体检。其行业分

布为:电力 10家 (占 40.0%), 建材 5家 (占 20.0%), 有

色金属 4家 , 机械 2家 , 轻工 2家 , 冶金 1家 , 医药 1家。

25家企业中健康监护在 5次以上的企业有 16家 , 其中电

力行业 7家 , 建材行业 4家。 25家企业中有 4家企业从 1990

年起至 2009年 , 坚持每 1— 2年对接尘作业职工进行职业性健

康监护。

表 2　体检企业行业分布

行业 企业数 构成比 (%)

建材 39 14.7

机械 36 13.5

电力 26 9.8

有色金属 20 7.5

煤炭 17 6.4

地质矿产 13 4.9

冶金 12 4.5

轻工 11 4.1

建设 10 3.8

交通 8 3.0

化工 7 2.6

纺织 6 2.3

铁路 6 2.3

电子 5 1.9

医药 4 1.5

农业 3 1.1

石化工业 2 0.8

石油 2 0.8

核工业 1 0.4

商业 1 0.4

其他 37 13.9

合计 266 100

3　讨论

3.1　做为我省具有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诊断资质的省级机

构 , 我中心接诊的接尘作业体检企业 , 分布在所辖的 14个市

(州), 以兰州市最多。接尘作业企业涉及多行业 , 其中建材 、

机械 、 电力 、 有色金属和煤炭行业较多。体检企业数逐年增

多 , 表明企业保护职工健康意识逐渐增强。在企业职业健康

监护中 , 有些企业表现突出 , 坚持多年对接尘作业人员进行

职业性健康体检和尘肺病复查工作。另外 , 电力行业企业职

业性健康监护工作较好。

3.2　企业健康监护工作不容乐观。分析我中心接尘作业体检

企业情况 , 坚持为职工进行职业性健康体检的企业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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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排除企业变更或重组以及企业选择其他省内具有职业

性健康体检资质机构的可能后 , 主要原因仍是企业对职工的

健康监护不够重视。

3.3　随着我省职业卫生工作的发展 , 具有职业性健康体检和

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机构逐年增多 , 通过分析我中心 24年接诊

接尘作业体检企业情况 , 为进一步开展辖区内企业健康监护

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3.4　目前尘肺病只能通过降低作业环境粉尘浓度 、 加强防护

和健康监护等措施进行预防。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 2007)规定尘肺患者每 1 ～ 2年进行一次医学检查。

近年尘肺病群体事件的发生 , 企业为尘肺病人付出巨大的经

济代价。因此 , 企业作为责任主体 , 应积极申报粉尘危害因

素 , 改善劳动条件 , 加强对接尘作业人员定期的健康监护和

尘肺病人复查工作。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和培训以提高

接尘企业员工职业病防治意识 , 卫生部门应建立健全技术服

务机构以保证职业病防治工作有序开展 , 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

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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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顺义区 29家印刷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现况调

查 , 企业普遍缺乏职业病防护设备和设施 , 作业场所有毒物

质以苯为主 , 噪声超标现象普遍 , 点超标率为 40.32%;四色

及以上印刷工序较单色及双色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毒物质危害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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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顺义区印刷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 , 不断增强劳动

者法律意识 , 保护劳动者健康 ,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 我们于

2010年 3月— 12月对该区部分印刷企业进行了职业卫生现状

调查 , 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内容与方法

1.1　调查内容

企业职业卫生基本状况 , 生产使用的原 、 辅材料 , 工艺

流程 ,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及检

测点的确定等。

1.2　检测方法

本次调查印刷企业涉及的有害因素主要为苯 、 甲苯 、 二

甲苯 、 乙苯 、 环己烷 、 环己酮 、 丙酮 、 乙酸乙酯 、 乙酸丙酯 、

溶剂汽油和噪声等。 样品采集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

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芳香烃类

化合物》 、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混合烃类化合物 》、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饱和脂肪族酯类化合物 》、 《工

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脂环酮和芳香族酮类化合物》、 《工

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脂环烃类化合物》、 《工作场所空气

有毒物质测定脂肪族酮类化合物 》 和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

定第 8部分　噪声》。

1.3　统计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13.0软件 , 计算频率指标;单色及双

色印刷与四色以上印刷工序检测结果 , 进行两样本t检验 , 将

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2　结果

2.1　企业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印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3家 , 国有企业 3家 ,

有限责任公司 7家 , 集体企业 3家 , 私营企业 13家。单色印

刷企业 5家 , 双色及以上 24家。柔印和凹印 1家 , 余 28家均

为胶印。 1家企业从事塑料印刷 , 1家企业为体育用品印刷 ,

其他 27家为书刊印刷和纸张印刷。

2.2　职业病危害防护和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印刷和装订等岗位的职业病危害 , 调

查印刷机的通风排毒设备设施 , 车间采取的通风排毒措施和

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 10家企业印刷机配备了通风排毒

设备 , 且车间设有机械排风设施。 1家企业为工人提供防毒口

罩 , 3家企业为工人配备防噪声耳塞 , 另有 2家企业为工人提

供防尘口罩。

2.3　有毒物质检测

对印刷工序进行检测 , 主要存在的有毒物质为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乙苯 、 环己烷 、 环己酮 、 丙酮 、 乙酸乙酯 、 乙酸丙

酯和溶剂汽油等。本次共检测样品 780个 , 合格样品 767个 ,

合格率 98.33%。见表 1。

2.4　单色及双色印刷与四色以上印刷工序检测结果对比

四色以上印刷工序产生有毒物质苯 、 丙酮 、 环己烷 、 甲

苯 、 溶剂汽油和乙酸乙酯的浓度高于单色及双色印刷工序。

结果见表 2。

2.5　噪声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的作业岗位主要为印刷和折页岗位 , 噪声强度

为 75.0 ～ 90.0 dB(A), 检测作业岗位 62个 , 超标作业岗位

25个 , 点超标率为 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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