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　 建　 议

４ １　 针对焊接岗位， 企业要定期检查抽风除尘设备

的有效性， 保证正常使用； 粉尘、 毒物超标岗位可增

加局部抽风除尘设备， 对不能正常使用的除尘设备应

立即维修或更换， 并定期清理； 加强对电焊烟尘和锰

及其化合物超标岗位作业工人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

理， 为其配备符合要求的防尘口罩和防护眼镜， 督促

其正确使用， 以有效保护工人职业健康。
４ ２　 针对噪声超标岗位逐渐增多的情况， 企业首先

要进行噪声工程防护， 如将生产设备分区域布置， 针

对打磨、 下料等高声级噪声岗位单独布置， 并采取隔

声措施， 对老化严重、 噪声声级较高的设备尽量进行

更换； 其次要为噪声作业工人配备适宜的防噪声耳

塞， 并加强现场管理， 督促工人正确佩戴和使用； 另

外， 对暴露于 ８ ｈ 等效声级 ＬＡｅｑ ， ８ ｈ≥８５ ｄＢ（Ａ）噪声作

业场所的职工进行听力保护培训。

４ ３　 定期开展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以便及时

发现问题， 确保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浓 ／强度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
４ ４　 定期组织接害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体检结

果应如实告知员工。 同时， 为劳动者个人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 设置专人对职业健康机构出具的检查报

告、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进行汇总， 并将汇总情

况同职业健康报告共同存入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

护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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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葫芦岛市重点职业病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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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 葫芦岛 １２５００１）

　 　 摘要： 对 ２０１９ 年葫芦岛市重点职业病监测结果进行分析，
在接触噪声、 矽尘、 煤尘、 苯、 铅及其化合物等 １８ 种重点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３３ ４９９人次中， 以噪声接触人次最多 （１１ ６４９
人次， 占 ３４ ８％）； 制造业为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 应加强

防护。
关键词： 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 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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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２１ ０６ ０２３

根据 《２０１９ 年葫芦岛市重点职业病监测项目实

施方案》， 对葫芦岛市存在重点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

位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职业健康状况及职

业病发病情况进行监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与备案管理系统导出葫芦岛市用

人单位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信息； 通过中国疾控

中心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导出职业病报告

卡信息、 职业健康检查资料； 向辽宁省职业病诊断机

构收集辖区职业病诊断情况； 向本市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收集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

核心指标信息及用人单位信息； 向指定的哨点医院收

集呼吸疾病就诊患者的尘肺病筛查情况。 监测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 ２　 方法 　 行业划分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经济类型依据国家统计局、 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２０１１］８６号）分类， 企业规

模根据国家统计局 《关于印发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

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的通知》 （国统字 ［２０１７］ ２１３
号） 确定，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依据国家安监总局发

布的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２０１２ 年版） 》 （安监总安健 ［２０１２］ ７３ 号）。 尘肺

病筛查按照 “粉尘危害严重地区、 尘肺病高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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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尘农民工集中地区” 原则由省卫生行政部门指定本

市一家医疗机构作为哨点医院， 采集呼吸系统疾病就

诊患者的尘肺病筛查数据。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系统对收集的信息建立数据库，

对葫芦岛市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重点职业病诊

断报告与重点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

果、 核心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与分布　 ２０１９ 年葫芦

岛市存在重点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中危害严重与较重

企业占 ９３ １％ （ ５４３ ／ ５８３）， 小微型企业占 ９１ ３％
（５３２ ／ ５８３）， 私有经济和有限责任公司占 ８１ ０％
（４７２ ／ ５８３）。 见表 １。 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噪声、
粉尘、 化学毒物等共 １８ 种。 存在噪声危害的企业数

最多， 占 ６０ ４％ （３５２ ／ ５８３）， 其次是存在其他粉尘

企业占 ３３ ３％ （１９４ ／ ５８３）， 存在矽尘企业占 ２３ ８％
（１３９ ／ ５８３）。 以接触噪声危害的人次数最多， 占

３４ ８％ （１１ ６４９ ／ ３３ ４９９）。 详见表 ２。

表 １　 葫芦岛市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与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职业病

危害风险

企业规模 经济类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合计 国有 集体 私有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合计

严重 ９ １６ １１０ １７７ ３１２ ２５ １８ １３１ １１７ １６ ５ ３１２

较重 ２ ２１ ９６ １１２ ２３１ １１ １４ ９３ １００ ８ ５ ２３１

一般 ０ ３ ２２ １５ ４０ ４ ２ １６ １５ ２ １ ４０

合计 １１ ４０ ２２８ ３０４ ５８３ ４０ ３４ ２４０ ２３２ ２６ １１ ５８３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

２ ２ １　 接害人群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病与职业

卫生信息监测系统上报的有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

汇总显示， 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岗前、 岗

中、 离岗体检１５ ６９６人次。 重点职业病危害职业健康

检查中， 接触矽尘、 煤尘、 噪声危害劳动者检出疑似

职业病 ７ 人， 占体检人数的 ０ ０４％； 矽尘、 煤尘、 铸

造粉尘、 电焊烟尘、 其他粉尘、 苯、 噪声等危害劳动

者检出职业禁忌证 ８１ 人， 占体检人数的 ０ ５２％， 以

接触矽尘检出率最高 （０ ９２％）。 见表 ２。

表 ２　 重点职业病危害分布企业数、 接触人数及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病危害因素　 　 企业数 接触人次 体检人次
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

人数 检出率 （％） 人数 检出率 （％）

矽尘 １３９ ６ ７０６ １ ６２８ １５ ０ ９２ ４ ０ ２５

煤尘 ５０ １ １０２ １ ２６９ １ ０ ０８ １ ０ ０８

石棉粉尘 ９ ７１０ ０

碳黑粉尘 ２４ ３２４ １０５

滑石粉尘 １３ ７０ １０

水泥粉尘 ９ ９９ ４８

云母粉尘 １ １８ １８

铝尘 ５ ２７ ４６

电焊烟尘 ９６ １ ９５５ １ ９０７ １０ ０ ５２

铸造粉尘 ２０ ６１８ ６１１ ５ ０ ８２

石墨粉尘 ２５ １６６ ０

其他粉尘 １９４ ７ １２３ １ ３９１ １ ０ ０７

铅 ６ ６５９ ９２

苯 ５０ １ ０００ １ １９０ ８ ０ ６７

噪声 ３５２ １１ ６４９ ７ ３８１ ４１ ０ ５６ ２ ０ ０３

氯乙烯 １ ５７ ０

六价铬及其化合物 ２ １４ ０

砷及其化合物 ２ １ ２０２ ０

合计 ３３ ４９９ １５ ６９６ ８１ ０ ５２ ７ 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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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职业健康检查核心指标监测　 收集接触重点

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核心指标

监测卡５ ０５１张。 ２４５ 名电焊工检出尘肺样改变 ５ 人

（２ ０％）， ３８４ 名铸工检出尘肺样改变 ６ 人 （１ ６％），
接苯作业 ６２５ 人中检出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 血小板

减少 ９ 人 （１ ４％）， 噪声作业３ ３３６人检出双耳高频

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者 １５ 人 （０ ４％）。
在岗期间体检核心指标异常的 ３５ 人均来自制造

业， 所在 企 业 经 济 类 型 主 要 为 国 有 经 济 １５ 人

（４２ ９％）、 集体经济 １１ 人 （３１ ４％）； 企业规模大型

企业 １５ 人 （４２ ９％）、 小型企业 １２ 人 （３４ ３％）； 男

性 ３３ 人 （９４ ３％）。
２ ３　 呼吸系统疾病就诊患者尘肺病试点筛查　 监测

周期内 （９—１１ 月份） 于哨点医院拍摄 ＤＲ 胸片的工

人 ５５８ 人， 其中有接尘史 ７３ 人， 发现尘肺样改变 ４２
人， 检出率 ５７ ５％。
２ ４　 重点职业病诊断　 监测周期内， 葫芦岛市共诊

断新发职业病 ４ 例， 其中重点职业病 ２ 例 （矽肺、 噪

声聋各 １ 例）。

３　 讨　 论

葫芦岛市职业病危害严重企业和接触重点职业病

危害因素工人较多， 职业病高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报

告尘肺新发病例 １１ ２８１ 例［１］。 本次调查显示， ２０１９
年存在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１８ 种， 存在重点职业病

危害的企业多数为小微型私有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在岗期间重点职业病核心体检指标异常者均来自制造

业， 且多为国有大型企业中接触粉尘、 苯和噪声的劳

动者； 电焊工、 铸工胸片尘肺样改变增多， 体检机构

多按职业禁忌证报告； 接触矽尘者在岗期间体检未发

现目标疾病， 职业禁忌基本出于岗前体检， 疑似职业

病均为离岗体检时发现， 此现象可能与用人单位

（特别是私有、 小微企业） 重视岗前体检、 回避在岗

期间体检以及部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技术能力不足

有关。
石棉尘、 氯乙烯、 砷及其化合物、 六价铬及其化

合物等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均为职业性致癌物， ２０１９
年度葫芦岛市接触以上重点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却未

得到职业健康监护。 接触矽尘、 铸造粉尘、 噪声、 苯

及苯系物等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检

出职业禁忌证， 但检出率低于其他地区［２］。 ２０１９ 年

葫芦岛市重点职业病病种为矽肺和噪声聋， 重点职业

病新发病例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历年来高发的尘肺

病诊断人数断崖式下降， 仅诊断 １ 例矽肺， 考虑与本

地区完成农民工尘肺病筛查工作和本市原职业病诊断

机构资质被取消有关［１］。 哨点医院呼吸门诊尘肺病

筛查阳性率较高， 或与本地尘肺病患者就诊人数增加

有关。
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存在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企业， 尤其是私有及小微型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 重视接触噪声、 矽尘、 电焊烟尘、 砷及其化合

物、 煤尘、 苯及苯系物等职业病危害人群的职业健康

检查工作， 关注电焊、 铸造、 苯作业等职业健康损害

较多人群的职业健康状况， 加强接触苯、 氯乙烯、
砷、 六价铬化合物等职业性致癌物和引起慢性中毒的

铅及其化合物等重点职业病危害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

护， 以及时发现健康损害， 尽早干预。 建议卫生行政

部门尽快指定专门的医疗机构开展职业病诊疗工作，
加强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质量控制， 提高职业健康

检查工作质量， 更好地服务于职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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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官网地址 ｈｔｔｐ： ／ ／ ｚｇｇｙｙｘ 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ｃｎ， 作者注册登录后可在线投稿。 目前， 网络上出现的假冒 “中国

工业医学杂志网站” 及在线投稿系统与本刊无关， 望广大作者和读者认真鉴别， 谨防受骗。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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