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物理因素检测结果不合格岗位以噪声为主

（９７ ５９％）， 职业病新发病例噪声聋居首位。 不同经济类型、
企业规模、 行业企业噪声检测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其中私有经济、 小微型企业、 建筑业噪声检测合格率

最低。 主要有 ２ 家石业有限公司和 １ 家纺织有限公司是加工和

销售一体化模式， 分别从事销售石材、 石材装饰工程、 建筑

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和纺织工艺品制造、 加工等工作， ８ ｈ 等

效噪声值高达 ９６ ｄＢ。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噪声超标， 主要

涉及 １ 家电器科技公司兼容研发和生产加工电子元件， 噪声

检测超标率 １００％。 有文献报道［２］ ， 通讯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生产工艺过程中广泛存在噪声危害。 因此， 在加强对建筑业、
制造业等重点行业进行噪声防控指导的同时， 还应关注批发

和零售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企业， 及时发现噪声超

标情况并进行合理指导。 对于噪声危害严重的企业建议用人

单位通过改革生产工艺、 使用低噪声设备、 加设隔音罩或消

音器， 为劳动者提供符合要求的降噪耳塞或耳罩等方式降低

职业健康风险。
２０１７ 年新发职业病 ３５ 例， 其中职业性眼病 （ １２ 例）、

职业性皮肤病 （３ 例） 和急性职业中毒 （１ 例） 来自于快递

公司的一起急性硫酸二甲酯职业中毒事件。 因此， 应重视对

服务业等急性职业中毒非高发行业的日常指导， 规范企业工

作程序， 及时发现安全生产隐患， 防控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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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５ 家湿法石英砂生产企业矽尘 （呼尘）、 噪声水

平的检测结果显示， 企业的矽尘 ＣＴＷＡ 超标率为 ８２ ２％ （７４ ／
９０）， ＣＳＴＥＬ超标率为 ７５ ６％ （６８ ／ ９０）； 个体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

超标率为 ５３ ３％。 不同生产规模企业间矽尘浓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噪声声级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应采

取综合预防控制措施减少和控制石英砂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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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原矿在投料、 破碎、 筛分、 磨粉以及运输和包装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矽尘。 石英砂加工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

颚式破碎机、 圆锥破碎机、 棒磨机、 筛分机等均属于高噪声

设备。 本研究对 ５ 家湿法石英砂生产企业现场进行职业卫生

现况调查和粉尘、 噪声水平检测， 为企业改善作业环境、 保

护职工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３—５ 月， 采用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方法， 对 ５ 家

石英砂生产企业一般情况、 生产规模、 工艺流程、 工作场所

中矽尘和噪声危害及防尘防噪措施等进行调查。

１ ２　 方法

依据 《工 作 场 所 物 理 因 素 测 量 第 ８ 部 分： 噪 声》
（ＧＢＺ ／ Ｔ１８９ ８—２００７）， 采用 ＡＷＡ５６１０Ｄ 积分声级计 （杭州

爱华仪器有限公司） 检测噪声声级， 用 Ｎｏｉｓｅｐｒｏ ＤＬＸ 多功能

个体噪声剂量计 （美国 ＱＵＥＳＴ 公司） 检测接噪工人 ８ ｈ 等

效声级。 依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２ 部分：
物理因素》 （ＧＢＺ ２ ２—２００７） 进行评价。 根据 《工作场所

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 １５９—２００４）、 《工
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２ 部分： 呼吸性粉尘浓度》
（ＧＢＺ ／ Ｔ１９２ ２—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 ／ Ｔ ２ １—２００７） 等对粉尘

（呼尘） 进行现场检测与评价。 粉尘中游离 ＳｉＯ２ 含量 （％）
采用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４ 部分： 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 （ＧＢＺ ／ Ｔ１９２ ４—２００７） 焦磷酸法测定。 选择个体检测

岗位工作班浓度的最高时段进行短时间采样， 使用 ＩＦＣ⁃２ 型

采样器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个体采样粉尘使用

Ａｉｒｃｈｅｋ２０００ 型采样器 （美国 ＳＫＣ 公司）。 采用滤膜重量法测

定粉尘时间加 权 平 均 浓 度 （ ＣＴＷＡ ） 及 短 时 间 接 触 浓 度

（ＣＳＴＥＬ）。 所有采样滤膜均使用 ＢＴ１２５Ｄ 型电子天平 （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公司） 称量。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

布以ｘ±ｓ 描述； 两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 检

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５ 家湿法石英砂生产企业生产规模分别为年产 ３０ 万 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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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７０ 万 ｔ （２ 家）； 生产 １ ｔ 石英砂产品 （２５ ～ １４０ 目） 需

消耗石英砂岩矿石 １ ２ ～ １ ３ ｔ。 企业职工 ６７ ～ ８５ 人， 每班工

作 ８ ｈ。
工艺流程： 石英砂岩矿石堆场→装载机→料仓→颚式破

碎机→圆锥破碎机→直线振动筛→棒磨机→滚筒筛→脱泥→
磁选→水力分级→均化→检验→石英砂。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２ ２ １　 粉尘　 ５ 家企业工作场所粉尘中游离 ＳｉＯ２的含量均超

过 ８０％ （８８ ２％～９６ ３％）， 平均 ９３ ３６％。
２ ２ ２　 个体接触矽尘 ＣＴＷＡ和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 　 对从事矽

尘 （呼尘） 和噪声作业的 ９０ 名劳动者进行了个体采样， 矽

尘 ＣＴＷＡ超标率为 ８２ ２％ （７４ ／ ９０）； 其中， 颚式破碎机工、
圆锥破碎机工和筛分工矽尘 ＣＴＷＡ超标率均为 １００％。 个体噪

声 ８ ｈ 等效声级超标率为 ５３ ３％， 其中， 颚式破碎机工、 圆

锥破碎机工和棒磨机工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超标率均为 １００％，
最高达 ９７ ６ ｄＢ（Ａ）。 矽尘 ＣＴＷＡ和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均超标

岗位为颚式破碎机工、 圆锥破碎机工、 棒磨机工和筛分工。
见表 １。

表 １　 个体接触矽尘及噪声检测结果

工种 人数
矽尘 （ｍｇ ／ ｍ３） 噪声［ｄＢ（Ａ）］

ＣＴＷＡ 超标人数 （％） ８ ｈ 等效声级 超标人数 （％）
装载机司机 １５ ０ ２２±０ ０７ ７ （４６ ７） ８２ １±１ ５ ０ 　 　 　 　
颚式破碎机工 １５ １ ０７±０ ５３ １５ （１００ ０） ９３ ３±３ ４ １５ （１００ ０）
圆锥破碎机工 １５ ０ ９２±０ ４４ １５ （１００ ０） ８９ ５±２ ４ １５ （１００ ０）
棒磨机工 １５ ０ ３８±０ １２ １４ （９３ ３） ９０ ４±２ ９ １５ （１００ ０）
筛分工 １５ ０ ３２±０ ０８ １５ （１００ ０） ８４ ８±２ ６ ３ （２０ ０）
均化放料工 １５ ０ ２４±０ ０８ ８ （５３ ３） ８１ ４±１ ４ ０ 　 　 　
合计 ９０ ０ ５３±０ ４４ ７４ （８２ ２） ８６ ９±５ １ ４８ （５３ ３）

注： 矽尘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ＰＣ⁃ＴＷＡ） 为 ０ ２０ ｍｇ ／ ｍ３； 噪声接触限值为 ８５ ｄＢ （Ａ）

２ ２ ３　 工作场所空气中矽尘 ＣＳＴＥＬ及噪声声级　 对 ９０ 个矽尘

采样点空气短时间采样显示， 矽尘 ＣＳＴＥＬ 超标率为 ７５ ６％
（６８ ／ ９０）， 包括料仓口、 颚式破碎机、 圆锥破碎机、 棒磨机、
筛分设备、 均化放料处等作业区。 与矽尘 ＣＳＴＥＬ检测超标点对

应岗位的个体 ＣＴＷＡ检测亦超标。 对工作场所存在高噪声设备

进行检测， 声级＞９０ ｄＢ（Ａ）的主要设备为颚式破碎机、 圆锥

破碎机、 棒磨机、 筛分设备， 其中颚式破碎机最高达 １０３ ５
ｄＢ（Ａ）。 见表 ２。

表 ２　 作业场所矽尘 ＣＳＴＥＬ及噪声检测结果

采样地点 检测点数
矽尘 噪声 ［ｄＢ（Ａ）］

ＣＳＴＥＬ （ｍｇ ／ ｍ３） 超限倍数 超标点数 （％） ｘ±ｓ 范围

料仓口 １５ ０ ４６±０ １３ ２ ２８±０ ６６ １０ （６６ ７） ８４ ２±２ ２ ８１ ３～８９ ０
颚式破碎机 １５ １ ８１±１ ０１ ９ ０６±５ ０４ １５ （１００ ０） ９７ ４±３ ７ ９４ ７～１０３ ５
圆锥破碎机 １５ １ ６３±０ ９４ ８ １３±４ ７１ １５ （１００ ０） ９６ ３±３ ５ ８８ ５～９９ ６
棒磨机 １５ ０ ５６±０ ３４ ２ ８０±１ ６９ ９ （６０ ０） ９６ ０±３ ８ ８９ ８～１００ ３
筛分设备 １５ ０ ５２±０ １５ ２ ６２±０ ７４ １２ （８０ ０） ９０ ８±４ ２ ８６ ５～９９ ２
均化放料处 １５ ０ ４６±０ １８ ２ ３１±０ ９１ ７ （４６ ７） ８２ ４±４ ５ ７８ ３～８４ ３
合计 ９０ ０ ９１±０ ８２ ４ ５３±４ ０８ ６８ （７５ ６） ９１ ２±６ ８ ７８ ３～１０３ ５

注： 矽尘的超限倍数限值为 ２ ００ 倍

２ ２ ４　 不同生产规模企业工作场所噪声和矽尘检测情况 　 ２
家生产规模 ７０ 万 ｔ ／年的企业矽尘 ＣＴＷＡ （０ ５４±０ ４５） ｍｇ ／ ｍ３，
超标率为 ９４ ４％ （３４ ／ ３６）； 个体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 （８５ ６±
４ １） ｄＢ（Ａ）， 超标率为 ５８ ３％ （２１ ／ ３６）。 ３ 家年产 ３０ 万 ｔ 的
企业矽尘 ＣＴＷＡ （０ ５２± ０ ４５） ｍｇ ／ ｍ３， 超标率为 ８７ ０％ （４７／
５４）； 个体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 （８８ ４±５ ９） ｄＢ（Ａ）， 超标率为

５０ ０％ （２７ ／ ５４）。 不同生产规模企业矽尘 ＣＴＷ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ｔ＝ ０ ２３６， Ｐ＝ ０ ８１４）， 个体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超标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２ ４０４， Ｐ＝ ０ ０１８）。
２ ３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

２ ３ １　 防尘措施　 原料堆场采用防尘覆盖网， 并设置覆盖整

个堆石表面的喷洒设施； 料仓进料口上方安装喷雾装置， 破

碎设备进料口上方安装喷雾降尘装置， 下部排料口封闭， 采

用袋式除尘设备进行净化； 输料皮带设置在廊道内， 并设水

喷雾抑尘设施； 筛分设备采用袋式除尘器。
２ ３ ２　 防噪措施　 破碎设备独立安装于地下坑内； 颚式破碎

机、 圆锥破碎机、 棒磨机等高噪声设备设置独立减振基础；
设置隔声值班室。
３　 讨论

石英砂生产行业具有生产规模小、 生产工艺自动化程度

低、 工人素质参差不齐、 粉尘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高、 矽尘和噪声

危害大、 预防控制技术受限等特点， 是典型的职业病高发行

业［１］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５ 家湿法石英砂生产企业粉尘水平

和噪声声级大多超过职业接触限值。 工作场所粉尘中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均超过 ８０％。 工人接触矽尘 ＣＴＷＡ 的平均值为 ０ ５３
ｍｇ ／ ｍ３， 合格率为 １７ ８％； 个体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的平均值为

８６ ９ ｄＢ（Ａ）， 合格率 ４６ ７％。 矽尘 ＣＴＷＡ和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

超标岗位包括颚式破碎机工、 圆锥破碎机工、 棒磨机工和筛

分工。 粉尘危害较严重的作业点主要为放料口、 破碎机、 棒

磨机、 筛分机等。 矽尘 （呼尘） 控制 ＣＴＷＡ≤０ ２ ｍｇ ／ ｍ３难度较

大， 颚式破碎机、 圆锥破碎机、 棒磨机和筛分设施均属于高

噪声设备， 难以采取有效的隔声、 消音措施， 故矽尘和噪声

超标率较高。 ５ 家企业通过采用湿式水洗喷雾作业、 通风除

尘、 布袋除尘、 密闭输送管道等防尘措施极大降低了工作场

所空气中粉尘浓度， 治理效果初有成效。
本调查还显示， 不同生产规模企业个体噪声 ８ ｈ 等效声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大规模企业采用的破碎、 棒

磨、 筛分设备功率远大于小规模企业， 故噪声强度超标率相

对较高。
针对矽尘和噪声危害严重的问题， 企业应采取综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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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 保护工人的职业健康。 工艺上应优先采用机械化

和自动化设备， 密闭尘源， 在粉尘污染较重岗位设置喷雾、
通风除尘设施［２］ ， 并保证防尘设施有效运行。 高噪声岗位设

置隔声值班室， 改善破碎和筛分作业环境。 在采取卫生工程

防护措施噪声声级仍无法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前提下， 重点

加强个体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督管理。 对接触矽尘的作业人

员配备 ＫＮ９５ 级别的防尘口罩， 接触噪声的作业人员配备耳塞

或耳罩， 以有效降低职业危害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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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锦州市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Ｊｉ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７

张晓欧

（锦州市全民健康保障中心 ／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锦州　 １２１０００）

　 　 摘要： 锦州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间共诊断职业病 ５８ 例， 死亡

１ 例。 其中尘肺 ３０ 例 （ ５１ ７２％）、 职业性化学中毒 ２３ 例

（３９ ６５％）， 职业病病例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和制造业。 提示上

述行业为本市职业病的重点防控行业。
关键词： 职业病； 职业病防治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３３－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９ ０２ ０１８
为更好地了解锦州市职业病的发病情况， 我们对辖区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年报告的职业病相关资料进行了分析， 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系统收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上报的职业病报告卡和相关企业

信息， 共确诊职业病 ５８ 例， 均由市级或省级职业病防治机构

诊断。 按照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３〕 ４８ 号 《职业病分类目录》 中

的病种， 使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辖区内共诊断 ５８ 例职业病， １ 例职业性化

学源性猝死。 其中男性 ４７ 例 （８１％）、 女性 １１ 例 （１９％）。
发病年龄 ２７～７８ 岁， 平均 ４６ 岁。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锦州市职业病发病情况

职业病种类　 　 　 例数 女 ／ 男 构成比（％） 平均年龄（岁） 接害工龄（年）

尘肺病 ３０ １ ／ ２９ ５１ ７２ ５０ １７ ６
职业性化学中毒 ２３ ９ ／ １４ ３９ ６５ ４０ ９ ７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１ ０ ／ １ １ ７２ ５２ ３３ ０
职业性眼病 １ ０ ／ １ １ ７２ ４４ １２ ０
职业性皮肤病 １ １ ／ ０ １ ７２ ４３ ２６ ０
职业性肿瘤 １ ０ ／ １ １ ７２ ４８ １２ ０
职业性传染病 １ ０ ／ １ １ ７２ ４９ １ ０
合计 ５８ １１ ／ ４７ １００ ００ ４６ １５ ９

　 　 尘肺 ３０ 例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其中煤炭采选 １１ 例、褐煤

开采洗选 ５ 例、金矿采选 ４ 例、有色金属矿采选 ３ 例，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 １ 例，制造业 ５ 例，建筑业 １ 例。 接触的粉尘种类以

矽尘和煤尘为主，分别为 ２２ 例和 ６ 例，矽肺工种主要为凿岩工

（８ 例）、掘进工（６ 例）、采煤工（３ 例）及粉碎工、型砂工和巷修

工、成型工、筛料工各 １ 例。 煤工尘肺工种分布采煤工（３ 例）、
掘进工（２ 例）、巷修工（１ 例）。
２ ２　 职业病病种分布

２ ２ １　 尘肺病　 ３０ 例尘肺病例中，女性 １ 例、男性 ２９ 例；年
龄 ３９～ ７８ 岁，平均发病年龄 ５０ 岁；接尘工龄 ２ ～ ３４ 年，平均

１７ ６３ 年；矽肺 ２２ 例、煤工尘肺 ６ 例、水泥尘肺和电焊工尘肺各

１ 例。
２ ２ ２　 职业性化学中毒　 以慢性苯中毒和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为主，其中慢性苯中毒 １３ 例，占职业中毒总数 ５６ ５２％；病例年

龄 ２７～５０ 岁，平均 ３７ ２３ 岁；平均接毒工龄 １１ ６９ 年，近年来慢

性苯中毒有上升趋势，应予以重视。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病例年

龄 ３１～５３ 岁，平均 ４４ ４０ 岁；平均接毒工龄 ７ ３ 年。 ２０１４ 年诊

断人数达高峰，系一家金属冶炼公司发生急性一氧化碳中毒事

故，同时确诊职业中毒 ５ 例。
２ ２ ３　 其他职业病病例　 噪声聋、电光性眼炎、接触性皮炎、
石棉所致肺癌、布鲁氏菌病各 １ 例。 各年度职业病病种分布见

表 ２。
２ ３　 行业分布

矽肺和煤工尘肺主要分布在采矿业，水泥尘肺和电焊工尘

肺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慢性苯中毒和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主

要分布在制造业，均为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业；急性一氧

化碳中毒分布在制造业，为有色金属冶炼；职业性皮肤病和职

业性肿瘤分布于电力生产行业，职业性传染病为从事乳制品制

造业人员。
２ ４　 企业规模和经济类型分布

７４ １４％的职业病病例分布在大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占

４４ ８３％、中型企业占 ２９ ３１％、小型企业占 ２５ ８６％。 ５６ ９０％的

职业病病例分布在国有企业，其次为私营企业（２５ ８６％）、集体

企业（１３ ７９％）、外商企业（３ ４５％）。
３　 讨论

６ 年间我市共发生职业病 ５８ 例，以尘肺病和慢性苯中毒为

主，占 ７４ １４％。 尘肺发病符合锦州老工业基地以煤炭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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