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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

防控制信息管理平台系统中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数

据进行汇总分析。 结果显示， 空气中有害化学因素平均合格

率较高， 为 ９６ ３％； 粉尘 （包括有机粉尘和无机粉尘） 的平

均合格率 ９１ ６％， 但矽尘的合格率仅为 ７３ ７％； 物理因素中

的噪声平均合格率为 ７５ ４％。 监管部门应结合职业病危害分

布特征加大执法力度， 从现场改造、 劳动制度、 知识宣贯等

方面入手， 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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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位于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 工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

增加了职业危害的健康风险。 现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无锡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管理平台系统中作业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探讨其规律性特征，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１　 资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在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职业危害

因素现场检测的全部企业监测资料。
１ ２　 方法

从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管理平台

系统中， 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的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监测数据

全部导出， 汇总整理后，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进行统计， 采用
χ２检验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共监测企业 ６３６ 家， 累计监测 １ ２５４ 家次，
监测点数 ３７ ３８６ 个， 其中合格点数 ３３ ４３７ 个， 合格率

８９ ４％。 监测企业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合格率每年均有波动，
但无明显变化。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监测情况

年份 企业数 监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２００９ ２６２ ７ ５２９ ６ ７７９ ９０ ０

２０１０ ２５１ ７ ３６１ ６ ７４３ ９１ ６

２０１１ ２０３ ６ ９７３ ６ ３５６ ９１ ２

２０１２ １６０ ５ ８００ ４ ９３０ ８５ ０

２０１３ １７６ ５ ５５３ ４ ９２０ ８８ ６

２０１４ １１６ ２ ２９７ ２ ０６２ ８９ ８

２０１５ ８６ １ ８７３ １ ６４７ ８７ ９

合计 ６３６ ３７ ３８６ ３３ ４３７ ８９ ４

　 　 监测样品包括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及照度 （建筑

卫生学评价指标未作分析）。 不同样品类别中， 化学毒物监测

点数最多（２１ ０５７ 个）， 其次是物理因素（１１ ４４７ 个）， 粉尘最

少 （３ ２９３ 个）。 样品合格率比较中， 化学毒物合格率最高

（ ９６ ３％）， 其 次 是 粉 尘 （ ９１ ６％）， 最 低 是 物 理 因 素

（７８ ９％）。
２ ２　 粉尘监测情况

监测点数较多的 ６ 种粉尘中， 合格率最高的是砂轮磨尘，
达到 ９７ ８％； 合格率最低的是矽尘， 仅为 ７３ ７％。 详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粉尘监测情况

年份

其他粉尘 电焊烟尘 矽尘 砂轮磨尘 木粉尘 氧化铝粉尘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２００９ ２２０ ２０７ ９４ １ ９１ ８６ ９４ ５ １１６ ６１ ５２ ６ ２３ ２２ ９５ ７ １１ １１ １００ ０ １８ １６ ８８ ９

２０１０ １４６ １３９ ９５ ２ ８７ ８５ ９７ ７ ６１ ５５ ９０ ２ ２１ ２１ １００ ０ １６ １３ ８１ ３ ５ ５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１ １４７ １３２ ８９ ８ １６３ １４２ ８７ １ ６７ ４７ ７０ １ ２８ ２７ ９６ ４ ３３ ２９ ８７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２ １６４ １６２ ９８ ８ ９６ ９４ ９７ ９ ５５ ４４ ８０ ０ ４０ ３９ ９７ ５ １６ １４ ８７ ５ ７ ７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３ １８８ １８１ ９６ ３ ２１１ ２０４ ９６ ７ ７４ ５７ ７７ ０ ５９ ５６ ９４ ９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４ １１３ １１２ ９９ １ １９２ １８６ ９６ ９ ４３ ３９ ９０ ７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５ ９８ ９８ １００ ０ １４９ １４７ ９８ ７ ４８ ３９ ８１ ３ ４９ ４９ １００ ０ １３ １３ １００ ０ ９ ９ １００ ０

合计 １ ０７６ １ ０３１ ９５ ８ ９８９ ９４４ ９５ ４ ４６４ ３４２ ７３ ７ ２７０ ２６４ ９７ ８ １１９ １１０ ９２ ４ ７１ ６９ ９７ ２

２ ３　 化学毒物监测情况

监测点数较多的高毒类空气毒物中， 氰化物、 甲醛、 可

溶性镍化合物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氟化物、 氟化氢的合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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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９％， 一氧化碳的合格率达 ９９ ８％， ４ 种合格率较低的毒物 监测情况见表 ３ 。
表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高毒物品监测情况

年份

苯 铅 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 铬及其化合物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２００９ ３３０ ３２０ ９７ ０ １１７ １１６ ９９ １ ４０ ３８ ９５ ０ １１ １１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０ ３８５ ３７７ ９７ ９ １５３ １２６ ８２ ４ １１ １０ ９０ ９ １６ １２ ７５ ０

２０１１ ２６５ ２６２ ９８ ９ １１５ ９９ ８６ １ ２４ ２１ ８７ ５ １３ １３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６ ２０６ １００ ０ １０８ ８６ ７９ ６ ２２ ２０ ９０ ９ １３ １３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３ ２９９ ２６３ ８８ ０ ４３ ４２ ９７ ７ ２０ １８ ９０ ０ １４ １４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４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００ ０ ３２ ３２ １００ ０ １８ １７ ９４ ４ １ １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５ １２０ １１７ ９７ ５ １９ １９ １００ ０ ２０ １８ ９０ ０ ２ ２ １００ ０

合计 １ ７３３ １ ６７３ ９６ ５ ５８７ ５２０ ８８ ６ １５５ １４２ ９１ ６ ７０ ６６ ９４ ３

２ ４　 物理因素监测情况

监测点数较多的 ３ 种物理因素中， 工频电场合格率为

１００ ０％， 其次是高频电磁场 （９９ １％）， 噪声最低 （７５ ４％）。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物理因素监测情况

合计

噪声 高频电磁场 工频电场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２００９ １ ８８９ １ ４２７ ７５ ５ ９４ ８９ ９４ ７ ３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０ １ ５４９ １ １６７ ７５ ３ １６２ １６０ ９８ ８ １３ １３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１ ２ ０６３ １ ６４３ ７９ ６ ３２１ ３２１ １００ ０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２ １ ３０４ ９２１ ７０ ６ ２０７ ２０６ ９９ ５ １８ １８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３ １ ３１８ ９８１ ７４ ４ １８ １８ １００ ０ ２１ ２１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４ ８５４ ６４４ ７５ ４ ７８ ７８ １００ ０ １ １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５ ７５９ ５５６ ７３ ３ ３ ３ １００ ０ ３ ３ １００ ０
合计 ９ ７３６ ７ ３３９ ７５ ４ ８８３ ８７５ ９９ １ ２３５ ２３５ １００ ０

３　 讨论

综合 ７ 年的监测数据， 化学毒物和物理因素的监测量最

大， 与全国以粉尘为主要职业危害因素的情况有所不同［１］ ，
与苏州市的情况基本一致［２］ 。 化学毒物和粉尘的合格率均高

于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 》 中 ８０％的目

标， 历年化学毒物的合格率无明显改变的趋势， 始终处于较

高的水平 （平均合格率达到 ９６ ３％）； 粉尘的合格率呈上升趋

势 （平均合格率达到 ９１ ６％）， 这应与监管力度的加强和企业

的职业危害因素管理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有关。 本次监测数据

还显示， 粉尘的合格率虽逐年上升， 但矽尘的合格率却始终

处于较低水平 （平均合格率仅为 ７３ ７％）， 其原因为无锡市的

矽尘作业多见于制造行业喷砂和铸造的造型、 清砂等工艺，
现代化和自动化程度较低， 设备庞大老旧， 现场劳动环境差，
改造难度较大， 且这类企业经济效益一般， 职业卫生经费不

足， 危害防护措施投入不足， 对矽尘危害重视不够。
相对于矽尘而言， 化学毒物的总体合格率较高， 高毒类

化学品中， 平均合格率最低的是铅 （８８ ６％）， 但近年来合格

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 这应该与铅蓄电池企业纷纷被取缔、
关停有关。

物理因素的合格率总体较低， 历年平均合格率仅为

７８ ９％。 监测点数最多的物理因素为噪声， 占物理因素监测量

的 ８５％， 历年平均合格率仅为 ７５ ４％， 且无明显变化。 长期

接触噪声， 会严重影响劳动者健康， 降低劳动者的生活质

量［３～５］ 。 噪声环境一旦形成， 由于工艺、 经费等原因， 一般较

难改造。 现场防护措施以配戴耳塞为主， 但由于耳塞的舒适

性较差， 企业对劳保用品正确配戴使用情况的宣传、 监管力

度不够， 许多作业需用人耳判断是否正常运行等， 且导致很

多噪声作业岗位的劳动者不能有效地配戴耳塞。 建议对新建、
改建、 扩建项目， 从设计阶段就要考虑控制噪声的来源， 通

过改革工艺， 提高自动化， 使用吸声材料和隔音措施， 从根

本上控制声源。 对于已经建成的项目， 要规范管理， 有条件

的要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改造， 如减少有限空间的设备数量、
降低声源密度、 采用隔声设备、 设置操作间隔声等。 对于一

些设备老旧经费紧张的企业， 要更加重视合理规划劳动者的

作息时间和轮班制度， 安排工间休息， 将噪声和非噪声区域

隔离开， 加强职业健康监护。
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监测是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 但从本次数据结果来看， 监测企业数和监测工作量呈

逐年减少趋势， 这与检测资质向非疾控系统放开， 生产企业

的日常检测有了更多的选择有关。 ２０１４ 年以前， 疾控系统对

于监测单位和监测数据采取网络报告。 目前越来越多的非疾

控系统的技术服务机构取得了监测资质， 但没有一个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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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整合所有机构监测数据的网络直报系统， 这对于利用监

测数据分析职业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评估全市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工作开展效果， 进一步指导职业病预防控制工作开展

的全面统筹造成一定的困难， 希望监管部门和各技术服务机

构密切配合改善这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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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家医疗机构放射卫生防护工作现状调查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李杨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１）

　 　 摘要： 选取我市 ２０ 家医疗机构进行放射卫生防护情况调

查， 包括设备使用情况、 放射工作人员防护知识等。 结果显

示， 我市放射医疗设备使用情况总体较好， 放射工作人员在

工作中的个人剂量监测、 个人防护用品的配置以及放射防护

知识等基本符合要求， 但仍存在改进之处， 需在今后工作中

加以重视。
关键词： 放射； 卫生防护； 现状；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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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诊疗设备如普通 Ｘ 射线照相机、 ＣＴ、 ＤＲ 等在中、

小型医院已普遍使用， 医用直线加速器等放射治疗设备在大

型医院也已竞相引进， 它们在提高医疗综合效率、 加速患者

康复等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１］ 。 这些放射诊疗设备本身的

物理性能影响性较强， 倘若使用中无严格的卫生防护要求，
会对人体及环境造成影响。 为掌握我市医疗机构放射防护工

作的现状， 本次随机选取了我市 ２０ 家医疗机构进行调查分

析， 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由计算机系统随机选取各级医疗单位共 ２０ 家， 其中省、
市级综合医院 ５ 家， 县、 区级医院 ５ 家， 乡镇卫生院 ４ 家，
社区卫生院 ３ 家， 妇幼保健院 ３ 家。 放射诊疗项目： Ｘ 射线

影像诊断 ２０ 家、 介入放射学 ３ 家、 核医学 １ 家、 放射治疗 ５
家。 放射诊疗设备： Ｘ 射线摄影机 ４６ 台、 螺旋 ＣＴ １６ 台、
ＰＥＴ⁃ＣＴ １ 台、 Ｅ⁃ＣＴ ２ 台、 ＤＲ １８ 台、 直线加速器 ６ 台、 ＤＳＡ ４
台。 放射工作人员共 １４２ 名， 其中操作人员 ６２ 名、 诊断医师

４３ 名、 护士 ３７ 名。
１ ２　 方法

由市疾病控制中心 ３ 名调查人员对 ２０ 家医疗机构放射卫

生防护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调查。 对各类放射设备情况进行统

计， 并做好核查工作， 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结合我市针

对医疗放射设备防护要求 （包括设备使用的安全性、 操作人

员技术的规范性以及设备检修与维护的合理性）， 对所调查医

疗机构各类设备的防护工作合格状况进行判定。 在设备使用

中， 设备质量合格、 操作人员技术规范、 患者防护工作到位

则视为放射诊疗合格。
２　 结果

２ １　 放射诊疗设备使用情况

普通 Ｘ 射线摄像机、 ＣＴ、 ＤＲ 是中、 小型医院的基本医

疗设备， 直线加速器、 Ｅ⁃ＣＴ 以及 ＰＥＴ⁃ＣＴ 等高端放射诊疗设

备在大型医疗机构也已使用。 各类设备的日使用次数在 １０ ～
２６ 次， 省、 市级医院的使用次数明显高于乡镇等小型医院，
且所有设备均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
２ ２　 放射诊疗设备防护情况

我市放射诊疗设备防护情况总体较好， 其合格率均保持

在 ８０ ０％以上，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 家医疗机构放射诊疗设备防护情况

诊疗设备 数量 （台） 合格数 （台） 合格率 （％）

普通 Ｘ 射线摄影机 ４６ ４３ ９３ ５

ＣＴ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

Ｅ⁃ＣＴ ２ ２ １００ ０

ＤＲ １８ １８ １００ ０

直线加速器 ６ ５ ８３ ３

２ ３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情况

２０ 家医疗机构中 《放射诊疗许可证》 的持有率为

１００ ０％， 持有 《放射工作人员证》 者 １３２ 人 （９２ ５６％）。 从

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共计 １４２ 名， 省、 市级综合医院平均 ２０
人， 县、 区级医院平均 ５ 人， 乡镇卫生院 ２ 人， 其他机构 １～
２ 人。 ２０ 家医院都具有相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 放

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率为 ８８ ７％ （１２６ ／ １４２）， 在进行放

射操作时依照规定佩戴个人剂量计 １１８ 人 （８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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