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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做好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 《职业病防治

法》颁布以来，依据《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对煤矿农

民工尘肺病检出情况进行分析。煤矿农民工尘肺病检出率

48. 84%，不同期别尘肺检出率为壹期尘肺检出率 25. 41%，

贰期尘肺检出率 15. 8%，叁期尘肺检出率 7. 59%。提示煤矿

农民工尘肺病首诊呈工龄短、病情重、检出率高现状，应引

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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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对 2002 年《职业病防治

法》颁布以来，依据《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在我院申

请职业病检查的煤矿农民工首次诊断尘肺病情况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02 年国家颁布《职业病防治法》以来，依据《职业健

康监护管理办法》，在我院门诊申请职业病检查的 303 名煤矿

农民工。
1. 2 方法

对申请职业病检查的曾接触粉尘作业农民工进行常规检

查、心电图、肝功能、血常规、尿常规、摄高仟伏胸部 X 线

片、肺功能。依据 GBZ70—2009《尘肺病诊断标准》，首次检

查发现有典型的 X 线胸片改变，通过职业卫生学调查资料支

持，有可靠的生产粉尘接触史，并排除其他疾病者，重新复

查作出诊断。
2 结果

2. 1 尘肺病检出情况

申请职业病检查的 303 名作业工人，首次发现尘肺病 148
例，尘肺病检出率 48. 84%。其中壹期 77 例，贰期 48 例，叁

期 23 例; 接尘工龄最短 2 年、最长 32. 8 年，平均 17. 09 年;

发病工龄最短 3 年、最长 40. 33 年，平均 20. 79 年; 发病年龄

最小 30 岁、最大 74 岁，平均年龄 50. 09 岁。
2. 2 尘肺与接触粉尘工龄和发病工龄情况 ( 表 1)

2. 3 不同期别尘肺检出情况

303 名申请者中检出尘肺病 148 例，不同期别尘肺检出情

况详见表 2。

表 1 不同期别尘肺与接尘工龄、发病工龄情况分析

期别
接尘工龄 ( 年) 发病工龄 ( 年)

范围 x ± s 范围 x ± s

壹期 3. 3 ～ 32. 8 17. 15 ± 5. 21 5 ～ 40. 3 20. 98 ± 6. 11
贰期 2 ～ 27. 3 16. 29 ± 5. 99 3 ～ 28 19. 64 ± 6. 40
叁期 7. 6 ～ 25 18. 53 ± 4. 17 8 ～ 33 22. 54 ± 4. 82
合计 2 ～ 32. 8 17. 09 ± 5. 35 3 ～ 40. 3 20. 79 ± 6. 07

表 2 不同期别尘肺检出情况

期别 例数 检出率 ( % )

壹期 77 25. 41
贰期 48 15. 84
叁期 23 7. 59
合计 148 48. 84

2. 4 不同期别尘肺患者与年龄关系

148 例不同期别尘肺患者，其中壹期 77 例，年龄最小 30
岁、最大 74 岁，平均 49. 17 岁; 贰期 48 例，年龄最小 38 岁、
最大 70 岁，平均 48. 36 岁; 叁期 23 例，年龄最小 41 岁、最

大 71 岁，平均 50. 38 岁。
2. 5 不同期别尘肺合并症情况

本次检出 148 例农民工尘肺，壹期 77 例，合并肺结核 3
例，占 3. 89% ; 贰期 48 例，合并肺气肿 1 例，占 2. 08% ; 叁

期 23 例，合并肺气肿 2 例，占 8. 69%。
3 讨论

本文资料显示 2002—2011 年在我院门诊申请职业病检查

的 303 名煤矿农民工，首次检查发现尘肺病 148 例，检出率

48. 84%，与庞慧敏报道的尘肺病检出率 43. 68%［1］
基本一致。

煤矿 农 民 工 尘 肺 检 出 率 明 显 高 于 农 民 工 尘 肺 病 检 出 率

5. 9%［2］，与脱尘 25 年后隧道民工尘肺病检出率 49. 2%［3］
基

本一致，其结果表明煤矿农民工职业危害与隧道农民工相似。
本次首诊煤矿农民工壹期尘肺检出率 25. 41%，贰期尘肺检出

率 15. 8%，叁期尘肺检出率 7. 59% ; 与广西报道的壹期尘肺

检出率 18. 39%，贰期尘肺检出率 18. 39%，叁期尘肺检出率

6. 90%［4］
基本相符。由此可见，井下作业环境差，粉尘浓度

高，通风条件不良，农民工对职业病危害认识不足，无有效

的防尘措施，是导致首次就诊发现尘肺病的主要原因。
本次资 料 显 示，148 例 农 民 工 尘 肺 患 者 平 均 接 尘 工 龄

17. 09 年，其中壹期、贰期、叁期尘肺最短接尘工龄分别为

3. 3 年、2 年、7. 6 年; 平均发病工龄 20. 79 年，其中壹期、
贰期、叁 期 尘 肺 最 短 发 病 工 龄 分 别 为5 年、3 年、8 年 ; 平 均

发病 年 龄50. 09岁 ，其 中 壹 期、贰 期、叁 期 尘 肺 最 小 发 病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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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急救援等方面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和《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等的要求，

但是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制度的落实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3 讨论

本项目生产装置通过 DCS 系统自动化控制，生产过程密

闭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人主要工作内容为中控室电脑

控制和生产装置巡检，工人在生产装置停留时间短，只在催

化剂更换、装置取样分析等设备存在开口、需要人工操作的

环节或事故时可能会接触到较高强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针

对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性质和分布特点，要更好地

保护工人健康，应注意控制以下关键点: ( 1 ) 一氧化碳属于

高毒物质，它存在于马来酸二甲酯的加氢反应工段外公司送

入厂区的氢气中。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人体易与血液中

血红蛋白结合造成组织缺氧，从而引起急性中毒
［2］。外操工

岗位一氧化碳 STEL 值为 25. 1 ～ 26. 2 mg /m3，虽然不超标，但

是已经接近于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30 mg /m3，显示加氢工段存

在一氧化碳释放。装置区固定式一氧化碳报警仪报警限值设

置为 20 ppm ( 22. 8 mg /m3 ) ，且现场调查中发现 2 台固定式一

氧化碳报警仪出现故障不能正常报警。建议对加氢工段存在

一氧化碳的管道、阀门和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防止漏气;

按《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GBZ /T223—
2009 的要求，将固定式一氧化碳报警仪的预报值设为 15 mg /
m3，警报值设为 30 mg /m3，加强一氧化碳报警仪的管理和维

护，按计量要求定期检定，并保证正常使用; 在一氧化碳作

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告知卡》，并在存在一氧化碳的作业场

所设置红色警示线。( 2 ) 顺酐酯化工段催化剂更换需用到甲

醇冲洗，催化剂更换平均 10 ～ 15 d /次，每次耗时约 20 min。
甲醇由泵从包装桶中抽出，加入直径约 50 cm 的催化剂加料

口，催化剂加料口敞开，加料过程不密闭，甲醇具有挥发性，

外操工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较高浓度的甲醇。建议在

树脂催化剂投料口设局部排风装置，设置甲醇报警仪，工人

在进行该作业时应按要求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防化学品手

套、防护眼镜和化学品防护服。 ( 3 ) γ 射线是一种波长很短

的电磁波，其穿透力很强，可引起机体急慢性放射损伤，甚

至可以致癌和引起胎儿的死亡和畸形
［3］。建议加强液位计

137

Cs 放射源的管理，在辐射区安装辐射环境检测仪; 制定进入

放射辐照区的准入制度和辐射设备维护的工作许可程序; 含

源设备维修时，维修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穿戴防护服装，佩

戴个人剂量监测牌卡和便携式辐射检测仪，放射源必须由双

人负责在配有双门双锁的房间妥善保管。 ( 4 ) 个人防护用品

属于预防职业性有害因素措施中的一级预防，它是工作环境

中职业性有害因素尚不能消除或有效减轻时的主要预防措

施
［4］。公司虽然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员配备了相应的

个人防护用品，但是现场调查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未佩戴

或未规范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如进入高噪声区域未佩戴耳塞、
氢氧化钠碱片加料时未佩戴防毒口罩和防酸碱手套。建议加

强监督管理和员工的培训，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工人正确佩

戴和使用耳塞、防毒面具、防护眼镜等个人防护用品。 ( 5 )

做好检维修和密闭空间作业的职业病危害防控工作是防止急

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关键环节。建议严格落实检维修和密

闭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制定非正常生产作业的评估程序和许

可程序，加强人员的培训和应急救援针对性环节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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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分别为 30 岁、38 岁、41 岁; 71 例晚期 ( 贰期、叁期) 尘

肺病患者占 47. 97%，个别病人合并肺结核、肺气肿; 表明煤

矿农民工尘肺发病工龄短，年龄较小，病情重，检出率高。
因此加强煤矿农民工的职业健康监护及农民工职业健康教育，

督促用人单位认真贯彻《职业病防治法》，并强制用人单位为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等，应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建议煤矿农民工上岗前应在有职业病体检资质的机构进

行体检，在岗期间应定期体检，特别要注重离岗时职业病检

查，尽可能减少首诊发现晚期尘肺病人的现象; 同时，查出

的职业病患者应尽早脱离粉尘作业，并给予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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