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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淄博市 $'/*!"#$% 年诊断的%".%例尘肺病例进
行分析& 包括尘肺病的类型( 行业分布( 区域分布( 发病工
龄等& 目的是为本地区制定职业病防治规划& 有效预防和控
制尘肺病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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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是一个以煤炭( 建材( 冶金( 机械( 陶瓷等行业
为主的老工业城市& 产业结构的特点导致了职业病尤其是尘
肺病的发病率较高& 现对该市 $'/*$"#$% 年已确诊的尘肺病
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自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 年各年度职业
病报告卡' 收集确诊的尘肺病病人有关信息& 用 <̂5X>建立数
据库& PQPP$/,#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
$"结果
$#!!不同年代尘肺发病情况

$'/*$"#$%年& 共诊断职业病*%.*例& 其中尘肺病%".%
例& 占 ++,'#-' 不同时期尘肺确诊例数及占同期职业病发病
比例见表 $'

表!!不同时期尘肺病发病情况

年代 例数 构成比 #-%
$'/*a$'/' *%* /#,"+
$''#a$''% (++ /(,(/
$''*a$''' /%" /",.'
"###a"##% ++* +*,.'
"##*a"##' +$* +.,%/
"#$#a"#$% (/# +/,%.
合计 %".% ++,'#

$#$!尘肺病类型
尘肺病的主要类型是矽肺( 煤工尘肺( 陶工尘肺( 铸工

尘肺和电焊工尘肺& 见表 "'
$#%!尘肺病行业分布

主要分布在煤炭( 建材( 陶瓷( 冶金( 机械( 轻工和石
油化工系统& 分别占病人总数的 ..,".-( $/,/#-( $",+$-(
$",$%-( $$,//-( .,"%-和 .,#*-'
$#&!尘肺病行政区域分布

主要分布在以建材( 陶瓷( 冶金( 机械制造为主的老工
业区博山区和淄博市煤矿集中地淄川区& 分别占到了病人总
数的 "',%*-和 "',/*-'

表$!尘肺病类型构成

尘肺类型 例数
构成比

#-%
尘肺类型 例数

构成比

#-%
矽肺 ".'( *(,*' 石棉肺 "$ #,*#
煤工尘肺 $#/( "*,(* 炭黑尘肺 ( #,$%
陶工尘肺 "%# *,(+ 石墨尘肺 . #,#+
铸工尘肺 ""# *,"# 滑石尘肺 . #,#+
电焊工尘肺 $*$ .,*+ 云母尘肺 $ #,#"
水泥尘肺 .% #,/# 其他 %* $,#(
铝尘肺 "/ #,(( 合计 %".% $##,##

$#'!尘肺病人与接尘工龄的关系
$'/*$"#$%年确诊的尘肺病病人的粉尘暴露年限 $a%%

年& 平均 #"$,'h(,"% 年& 随着接尘时间的延长& 尘肺病检
出率明显增高 #"̀ #,#$%& 见表 .'

表%!尘肺病病人与接尘工龄的关系

接尘工龄 #年% 例数 构成比#-%
*̀ (' $,(.

*a$# .%% /,$.
$$a$* %'* $$,+#
$(a"# (*. $*,%.
"$a"* /(% "#,%$
f"* $/#' %",+.
合计 %".% $##,##

%"讨论
淄博市主要职业病病种是尘肺病& 这与本市的产业结构

有关' 煤炭开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计划经济时期淄博市
矿务局下辖的煤井有十几家' 此外& 许多地方小煤井也密集
分布' "###年以前我们诊断煤矿工人尘肺病类型按工种& 掘
进工患尘肺病诊断为矽肺& 采煤和搬运等工种患尘肺病诊断
为煤工尘肺' 随着采煤实现机械化& 煤矿工种的划分已不再
明确& "##$年后将煤矿工人患尘肺病均诊断为煤工尘肺' 因
此在 "###年前诊断的矽肺病例中煤矿工人占有很高的比例'
随着本市煤炭资源的枯竭和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 从本世纪
初开始& 市内的各大小煤井陆续关闭& 虽然煤工尘肺的患病
率在短期内不会明显下降& 但从长远来看& 煤炭行业已不再
是该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 耐火砖生产成为本市尘肺病的高发行业& 且初
次诊断的病人中贰期( 叁期矽肺占了较大的比例& 分析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 多为镇办( 村办企业& 土法上马& 工
作环境条件差" #"% 职工多为本村村民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低& 自我保护意识差" #.% 企业对职工没有进行职
业卫生和职业安全知识的培训& 个人防护设备缺乏" #%%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前没有开展职业性健康查体"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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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原料中二氧化硅含量高' 该行业应列为该市今后一段时期
尘肺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本文尘肺病例中的 %( 例其他尘肺病是 $'/+$"##$ 年间
对长期接触铁红 #以氧化铁为主的混合物% 工人肺部出现纤
维化的情况而诊断的尘肺病& 由于当时没有国家诊断标准&
便采用了 .铁红尘肺/ 这一诊断名词& 按照目前职业病诊断
目录和诊断标准对应为 .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着病 #锡(

铁( 锑( 钡及其化合物等% /'
接尘工龄超过 "# 年的劳动者中尘肺病的检出率明显增

高'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该市 "#$. 年开始执行离
岗后诊断尘肺病仍能得到政策补偿& 离岗人员尘肺病人诊断
的数量明显增加& 最大年龄 /*岁' 这种趋势可能还要持续一
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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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取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现场检测与评价等方
法& 对某船用钢结构件生产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
识别( 分析与评价' 该企业生产过程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
粉尘( 毒物( 噪声( 高温( 手传振动( 紫外辐射( 工频电场'
结果显示有害因素中毒物( 噪声( 高温( 紫外辐射存在不同
程度超标& 粉尘和工频电场符合国家限值要求' 船用钢结构
件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毒物( 噪声( 高温和紫外辐射对作业
工人健康影响较大& 应加强关键岗位的防护措施& 防制职业
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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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船用钢结构件生产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
防护现状& 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对某船用钢结
构生产企业进行全面的职业卫生调查和分析'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某船用钢结构件生产企业作业场所& 包括前处理( 金切(
焊接( 涂装( 公用工程等 *个车间的 $"个工作岗位 #""个环
节%' 对生产工艺(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危害程度( 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职业卫生管理(
职业健康监护等方面进行现场调查' 对识别并确定的主要职
业病危害因素在现场正常生产( 防护设施正常运行情况下进
行检测'
!#$!检测和评价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1R$*'$
"##%%(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1R3S$(#$"##%
#"##+% -(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1R3S$/'$"##+%"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辽宁省用人单位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导则 #试行% *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
目录*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R$$"#$#%(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 部
分! 化学有害因素* #=1R",$$"##+%(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第 "部分! 物理因素* #=1R","$"##+%( )工
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13S*##/+$"#$.% 等'
$"结果
$#!!企业概况

该企业 "##+年 /月投产&原材料以钢板型材(焊材及油漆
为主&主要生产各种船用钢结构件&生产能力为 .,/( 万 B3年&
其产品 #舱口盖( 舵系统( 尾门( 坡道等% 主要用于大型集
装箱船( 穿梭油轮( 超大型油船及储油船等' 包括前处理(
金切( 焊接( 涂装( 公用工程 * 个车间& 下设抛丸( 底漆喷
涂( 等离子切割( 电弧焊( 二氧化碳保护焊( 火焰校型( 砂
轮打磨( 喷漆等 $" 个工作岗位& 涉及 "" 个环节 #工作地
点%' 作业工人共 /#人 #男性 +#人( 女性 $#人%" 工作制度
为白班制& 工作时间 / W3Z& * Z3周' 船用钢结构件生产工艺
主要由前处理( 金属切割( 焊接( 校型( 喷漆( 检查等环节
组成& 主要工艺流程见图 $'

图!"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现场卫生学调查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分布!经现场卫生调查和工艺
分析& 该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
生产性粉尘( 化学毒物和物理因素& 详见表 $'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抛丸岗位采用全面通风换气&
设置OFHG_GH!型沉流式除尘器& 引风量'*$## J. 3W" 焊接(
打磨岗位配备 POHG$#型移动式除尘器' 喷漆岗位采用全面通
风换气& 设置FHO2H!型有机溶剂净化器 "台' 高噪声设备及
风机单独设置& 并设基础减振设施" 管道安装消声器& 与设
备设置弹性连接' 金切和焊接厂房设置屋顶轴流风机和排风
扇进行通风' 以上设施定期维检'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制定职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年 /月第 "/卷第 %期!!GW86XLXYK6Z UXZ!D[:"#$*& \C>)"/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