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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110 家接触粉尘企业职业病防治现状的调查结
果显示，兰州市接尘企业职业卫生现状不容乐观，接尘工人
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低。应从前期预防到各个环节加强企
业职业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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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2009 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显示，2009 年全

国共新发各类职业病18 128例，其中尘肺病14 495例，分别同

比上升 32%的 34%，职业病这个隐形杀手仍在不断吞噬和侵蚀

着劳动者的生命。尘肺病占新发职业病病例总数的 79. 96%，依

然是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但它是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的职业

病［1，2］。为此对兰州市 110 家接尘企业职业病防治现状进行调

查，探讨尘肺病防治对策，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健康。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10 年 3 ～ 11 月以兰州市 110 家作业场所有粉尘的企业

为调查对象。
1. 2 内容与方法

1. 2. 1 企业职业卫生现状调查 本研究根据卫生部制定的

《工业企业职业卫生现况调查表》进行内容删减自行制定调查

表，采用流行病学现况调查方法。具体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

况、职业病前期预防工作、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职业病防

护措施及职业健康体检 5 个方面。
1. 2. 2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监测 110 家粉尘企业共设置粉尘

监测点 610 个，粉尘监测点采用定点采样的方法使用 LD-3C
粉尘采样仪测定，采样要求及评价标准按 GBZ /T192. 1—2007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及 GBZ2. 1—2007 《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标准执行。
1. 2. 3 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相关职业卫生基础知识，自行

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接尘工人性别、年龄、接尘工龄、
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 共 12 题，单

选) 及获得职业卫生知识的途径 ( 共 5 种，可多选) 。
1. 2. 4 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人员由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病防治所培训合格，企业职业卫生现状调查问卷由调查

员问询相关人员填写，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调查问卷由接

尘工人匿名填写，现场收回。作业场所粉尘浓度监测由兰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所专业医师完成，保证了调

查结果的准确、可靠。
1. 2. 5 统计学方法 本次调查的数据全部输入 Excel 数据

库，率的比较采用 SPSS13. 0 统计软件进行 χ2 检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职业卫生现状

2. 1. 1 企业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 110 家企业主要以私企为

主，占 89. 1% ; 其他为国企。涉及冶金、烟草、能源等多种

行业，存在电焊烟尘、水泥尘、烟草尘等多种粉尘。共有职

工5 983人 ( 私企3 675人、国企2 308人) ，工人4 429人 ( 私

企2 766人、国企1 663人) ，接尘工人1 629人 ( 私企 824 人、
国企 805 人) 。
2. 1. 2 企业职业病前期预防工作 本次调查的企业中，有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的企业分别占 10%、
8. 2%，无一家企业有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国

企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 ( 41. 7% ) 、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投

入率 ( 33. 3% ) 明显高于私企 ( 6. 1%、5. 1% ) ，经检验，χ2

= 11. 318，P = 0. 001; χ2 = 7. 896，P = 0. 005。
2. 1. 3 企业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110 家企业中，11. 8% 企

业有职业病危害告知，3. 6%企业有健康监护档案，有职业卫

生管理机构、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制度、职业卫生培训制度

的企业均占 2. 7%。除职业病危害告知外，其他职业病防治管

理措施的实施率国企明显高于私企 ( P ＜ 0. 05) ，见表 1。
表 1 不同经济性质企业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

国企 ( 12) 私企 ( 98)

实施企
业数

实施率
( % )

实施企
业数

实施率
( % )

χ2 值 P 值

职业卫生机构 3 25 0 0 16. 645 0

健康监护档案 4 33. 3 0 0 25. 054 0

危害 因 素 监 测
制度

3 25 0 0 16. 645 0

职业 卫 生 培 训
制度

3 25 0 0 16. 645 0

危害告知 3 25 10 10. 2 1. 050 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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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企业职业病防护措施 110 家企业均配备工作服，配

备除尘 装 置、防 尘 口 罩 和 防 护 眼 镜 的 企 业 分 别 占 43. 6%、
34. 5%和 16. 4%。国企除尘装置配备率 ( 83. 3% ) 、防尘口罩

的配备率 ( 100% ) 均明显高于私企 ( 38. 8%、26. 5% ) ( χ2

= 8. 630，P = 0. 003; χ2 = 22. 375，P = 0) 。
2. 1. 5 企业职业健康体检 调查的企业中，进行岗前、在

岗、离岗职业健康体检的企业占 0 ～ 16. 4% ; 国企在岗职业健

康体检率 ( 50% ) 明显高于私企 ( 10. 9% ) ( χ2 = 8. 547，P =
0. 003 ＜ 0. 05) 。在1 629名接尘工人中，参加在岗职业健康体

检的工人有 454 人，体检率为 27. 9% ; 国企接尘工人职业健

康体检率 ( 45. 8% ) 明显高于私企 ( 10. 3% ) ( χ2 = 255. 605，

P = 0 ＜ 0. 05) 。
2. 1. 6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监测 在 610 个监测点中，超标点

73 个，超标率 12%，超标 1. 3 ～ 5 倍。超标监测点主要在冶

炼、能源、烟草等行业，存在电焊烟尘、水泥尘、烟草尘等

粉尘，其中以烟草业及烟草尘超标率最高，为 32. 3% ; 以水

泥业包装车间及水泥尘超标倍数最高，见表 2、表 3。
2. 2 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2. 2. 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1 600份调查问卷，收回

有效 问 卷 1 549 份， 应 答 率 96. 8%。其 中， 国 企 801 份

( 51. 7% ) ，私企 748 份 ( 48. 3% ) ; 男性 962 人 ( 62. 1% ) ，

女性 587 人 ( 37. 9% ) ; 年龄 20 ～ 55 岁，平均年龄 36. 2 岁;

接尘工龄 2 个月 ～ 33 年，平均接尘工龄 5. 5 年; 文化程度小

学至大专。
2. 2. 2 不同经济性质企业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在

表 2 不同行业企业作业场所粉尘浓度监测情况

行业
监测
点数

超标点数
( 倍数)

超标率
( % ) 超标点所在作业场所

烟草 62 20( 1. 3 ～ 3. 7) 32. 3 制丝车间，卷包车间

冶炼 160 33( 1. 5 ～ 3) 20. 6 炉车间，产品加工车间

水泥 57 10( 1. 3 ～ 5) 17. 5 炉车间，包装车间，生料
车间，熟料车间

能源 168 7( 2 ～ 2. 5) 4. 2 掘进及采煤工作面

机械制造 85 3( 2) 3. 5 电机车间

家具制造 33 0( 0) 0

涂料 10 0( 0) 0

其他 35 0( 0) 0

表 3 不同性质粉尘浓度监测情况

粉尘性质 监测点数 超标点数 ( 超标倍数) 超标率 ( % )

烟草尘 62 20 ( 1. 3 ～ 3. 7) 32. 3
水泥尘 100 15 ( 1. 3 ～ 5) 15
煤尘 93 7 ( 2 ～ 2. 5) 7. 5
木工尘 38 3 ( 2) 7. 9
电焊烟尘 70 0 ( 0) 0
其他粉尘 247 28 ( 1. 5 ～ 3) 11. 3

应答的1 549人中，各调查问题平均知晓率在 31. 1% ～ 67% 之

间，以本岗位应配备的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知晓率最低，为

31. 1%。国企接尘工人各调查问题的知晓率均高于私企 ( P ＜
0. 05) ，见表 4。
2. 2. 3 不同性别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除尘肺病、
生产性粉尘的危害及尘肺病能预防的知晓率外，其他调查问

题的知晓率女工均明显高于男工 ( P ＜ 0. 05) ，见表 4。

表 4 不同经济性质企业、不同性别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

调查问题
平均知

晓率

企业经济性质 性别

国企( 801 人) 私企( 748 人) χ2 值 P 值 男( 962 人) 女( 587 人) χ2 值 P 值

尘肺病的概念 67. 0 70. 7 63. 1 10. 000 0. 002 67. 5 66. 3 0. 235 0. 628

生产性粉尘概念 62. 0 68. 3 55. 3 27. 510 0 59. 8 65. 8 5. 548 0. 018

生产性粉尘的危害 65. 7 68. 4 62. 8 5. 346 0. 021 64. 6 67. 6 1. 534 0. 216

尘肺病能预防 59. 4 61. 8 56. 8 3. 977 0. 046 58. 0 61. 7 2. 031 0. 154

粉尘进入人体的途径 47. 2 51. 8 42. 2 14. 198 0 43. 7 53. 0 12. 713 0

本岗位应配备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31. 1 36. 7 25. 0 24. 748 0 27. 9 36. 3 12. 094 0. 001

本岗位应配备的个人防护用品 53. 7 59. 3 47. 7 20. 839 0 48. 9 61. 7 24. 072 0

必须坚持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43. 7 47. 7 43. 6 10. 705 0. 001 41. 2 47. 9 6. 664 0. 01

控制生产性粉尘的相关法律法规 31. 2 50. 7 10. 3 294. 092 0 26. 9 38. 2 21. 452 0

自己从事工种的体检周期 31. 6 53. 1 8. 7 352. 087 0 27. 0 39. 3 24. 906 0

签订劳动合同 52. 4 64. 9 38. 9 104. 944 0 49. 8 56. 6 6. 692 0. 01

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41. 9 54. 9 27. 9 20. 146 0 34. 8 53. 5 52. 194 0

2. 2. 4 不同文化程度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接尘工

人文化程度越高，知晓率越高 ( P ＜ 0. 05) ，见表 5。
2. 2. 5 不同年龄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除尘肺病能

预防的知晓率外，年轻的接尘工人其他调查问题的知晓率均

较年长的工人高 ( P ＜ 0. 05) ，见表 5。30 岁以下的接尘工人

中，高中及 以 上 学 历 者 ( 72. 2% ) 明 显 高 于 30 岁 以 上 者

( 55. 4% ) ( χ2 = 25. 975，P ＜ 0. 05) 。
2. 2. 6 不同接尘工龄接尘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除尘肺

病能预防及粉尘进入人体的途径的知晓率外，接尘工龄长者

其他调查问题的知晓率均较接尘工龄短者高 ( P ＜ 0. 05 ) ，见

表 5。
2. 2. 7 获取职业卫生知识的途径 接尘工人主要通过广播电

视 ( 36. 6% ) 及书刊杂志 ( 34. 8% ) 获得职业卫生知识，同

事交流次之 ( 20. 1% ) ，以专业培训 ( 3. 5% ) 和向相关部门

咨询 ( 5. 0% )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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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业不同文化程度、年龄、接尘工龄工人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 %

调查问题
文化程度 年龄 工龄

初中以下
( 645 人)

高中中专
( 849 人)

大专
( 55 人) χ2 值 P 值

＜ 30 岁
( 273 人)

30 ～ 40 岁
( 877 人)

＞ 40 岁
( 399 人) χ2 值 P 值

＜ 5 年
( 1028 人)

5 ～ 10 年
( 200 人)

＞ 10 年
( 321 人) χ2 值 P 值

尘肺病概念 56. 9 72. 9 94. 5 62. 057 0 72. 9 66. 8 63. 4 6. 631 0. 036 66. 4 68. 0 68. 2 0. 454 0. 797

生产性粉尘概念 46. 0 72. 0 96. 4 133. 096 0 67. 8 64. 7 52. 4 22. 148 0 58. 9 73. 0 65. 4 16. 195 0

生产性粉尘的危害 53. 6 73. 0 94. 5 82. 161 0 67. 4 67. 5 60. 7 6. 129 0. 047 62. 1 79. 5 68. 8 24. 356 0

尘肺病能预防 47. 6 66. 2 92. 7 78. 843 0 57. 1 59. 4 60. 9 0. 950 0. 622 57. 8 70. 0 57. 9 10. 716 0. 005

粉尘进入人体的途径 28. 8 58. 2 92. 7 174. 133 0 60. 8 44. 5 43. 9 24. 689 0 45. 3 53. 0 49. 5 4. 842 0. 089
本岗位应配备的职业病
防护设施

23. 9 33. 3 80. 0 79. 126 0 42. 1 28. 1 31. 1 19. 502 0 29. 5 39. 5 30. 8 7. 868 0. 020

本岗位应配备的个人防
护用品

49. 6 55. 8 69. 1 11. 125 0. 004 62. 3 54. 5 46. 1 17. 527 0 50. 1 65. 5 57. 9 18. 893 0

坚持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33. 0 50. 4 65. 5 56. 010 0 53. 1 40. 0 45. 4 15. 101 0. 001 41. 3 51. 0 46. 7 7. 851 0. 020

控制生产性粉尘的相关
法律法规

14. 0 41. 9 67. 3 168. 322 0 42. 9 28. 8 28. 3 21. 089 0 21. 5 51. 5 49. 5 133. 766 0

自己从事工种的体检周期 11. 2 45. 3 60. 0 219. 275 0 43. 2 28. 2 31. 3 21. 855 0 22. 8 47. 0 50. 5 111. 891 0

签订劳动合同 37. 7 62. 7 65. 5 95. 668 0 72. 2 46. 2 52. 4 56. 338 0 46. 8 72. 0 57. 9 47. 726 0

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24. 0 53. 7 69. 1 149. 951 0 59. 3 38. 4 37. 6 25. 975 0 35. 3 48. 5 58. 9 59. 923 0

3 建议

针对目前兰州市粉尘企业职业卫生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 1) 强化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职业病的前期预防到劳动过

程中的各个环节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职业性健康监护

和作业场所粉尘的监测管理，加强防尘降尘设备及个人防护

用品的配备，改善企业职业卫生现状，把企业的职业卫生工

作纳入良性轨道［3］。 ( 2) 加强对接尘工人，尤其是男工、文

化程度低者、接尘工龄短者、年龄大者的职业卫生知识的宣

传和培训，提高对职业卫生知识的认识，使其从工作的各个

环节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培养良好的职业卫生习惯，这是预

防职业性危害的重要防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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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某外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 9 年作业环境检测
资料及 258 名铅作业工人的血铅及血细胞参数测定结果分析，

提示该企业车间空气中铅浓度能控制在标准限值以下，铅烟
控制较铅尘稳定，铅作业人员血铅处于正常范围，男工血铅
水平高于女工，说明低剂量铅接触能造成血细胞的改变，并
存在性别差异，女工较男工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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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外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采用了自动化较高的生产设备

和局部密闭通风为主的预防措施及较为完善的控制措施，为

评估该企业铅危害的控制状况，我们对该厂 2003 年至今的职

业病危害控制措施及现场铅接触水平和工人生物学监测结果

进行了长期追踪观察，现将有关资料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

某外资蓄电池生产企业 2003—2011 年的车间空气中铅的

检测数据; 选取 2009—2011 年的铅作业工人职业健康监护资

料，同一人体检选择最后一次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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