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 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２０ＪＣＹＢＪＣ００２７０）； 天
津市医学重点建设学科 （ＴＪＹＸＺＤＸＫ⁃０６６Ｂ）

作者简介： 封琳敏 （１９７６—）， 女， 工程师， 主要从事职业危害监
测与评价。

通信作者： 曾强， 主任医师， Ｅ⁃ｍａｉｌ： 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６＠ ｔｊ ｇｏｖ ｃｎ

天津市矽尘危害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现况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ｕｓｔ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

封琳敏， 刘静， 任婕， 曾强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预防控制室， 天津 ３０００１１）

　 　 摘要：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对天津市 ２７５ 家存在矽尘危害企业

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结果显示， 矽尘危害企业分布范

围广， 以远郊五区小型企业为主， 涉及 ２５ 个行业类别； 矽尘

浓度检测超标率较高。 提示应加强对重点行业和小微企业的

监督管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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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天津市尘肺病发病的第一

病种， 新病例报告呈逐年上升趋势［１］。 本研究通过调

查天津市涉及矽尘行业的分布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现

状及其薄弱环节， 以期为制定相应对策、 提高职业卫

生管理水平、 保护劳动者健康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以天津市

中心城区 （和平区、 河西区、 南开区、 河东区、 红桥

区、 河北区）、 环城四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远郊五区 （武清区、 宝坻区、 宁河区、 静海

区、 蓟州区）、 滨海新区 （原塘沽区、 汉沽区、 大港区

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５ 人以上、 正常生产经营且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重点行业 （采矿业、 制造业和电

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企业为调查对象，
共 ９ ２０２ 家， 其中存在矽尘危害企业 ２７５ 家。
１ ２　 方法　 采用全国统一的 《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

表》 进行现场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劳

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上一年度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卫生

管理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包括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用人单位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职

业卫生培训、 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 劳动者职业健康

检查、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６ 项指标， 各指

标分为实施和未实施 ２ 种情况。 根据 《统计上大中小

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２０１７） 》 （国统字 ［２０１７］ ２１３
号） 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进行企业规模和行业分类划分。
１ ３　 质量控制　 对调查员、 数据录入员、 技术指导

人员和质量控制人员进行分级统一培训， 未经培训人

员不允许参与现场调查工作。
１ 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趋势 χ２检验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检验，
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 （双侧）； 组内两两比较时校正检

验水准 α ＝α ／ （６－１）＝ ０ ０１。

２　 结　 果

２ １　 行业分布和企业规模 　 ２７５ 家存在矽尘危害企

业， 地区分布以远郊五区最多， 为 １２０ 家 （４３ ６％），
其次为滨海新区 ７９ 家 （２８ ７％）、 环城四区 ７４ 家

（２６ ９％）、 中心城区 ２ 家 （０ ７％）； 涉及 ２５ 个行业

类别， 其中企业数居前 ４ 位的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３９ ６％）、 金属制品业 （１３ ８％）、 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６ ２％） 及通用设备制造业

（６ ２％）； 企业规模以小型企业为主， 达 １６６ 家

（６０ ４％）， 其他依次是微型企业 （１９ ６％）、 中型企

业 （１４ ９％）、 大型企业 （５ １％）， 大型企业主要为

汽车制造和金属制品 ２ 个行业。 见表 １。

表 １　 天津市矽尘危害企业行业和规模分布 家

行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合计

非金属矿物制品 ０ ８ ７１ ３０ １０９
金属制品 ３ ３ ２２ １０ ３８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０ ２ １５ ０ １７
通用设备制造 １ １ １３ ２ １７
专用设备制造 ０ ４ ６ ４ １４
汽车制造 ４ ３ ４ ０ １１
其他制造 ６ ２０ ３５ ８ ６９
合计 １４ ４１ １６６ ５４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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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的实施率 （５９ ３％） 显著高于其他 ５ 项指标 （Ｐ
＜０ ０１），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最低， 仅为 ４１ １％。
６ 项职业卫生管理指标的实施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χ２ ＝ ２２ ８８， Ｐ＜０ ００１）。 见表 ２。 趋势 χ２检验显

示， 企业规模越大， 职业卫生管理指标的实施率越高

（Ｐ＜０ ００１）。 见表 ３。

表 ２　 ２７５ 家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情况 家（％）

指标 实施 未实施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１６３ （５９ ３） １１２ （４０ ７）
用人单位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 １３９ （５０ ５） １３６ （４９ ５）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 １３５ （４９ １） １４０ （５０ ９）
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 １２５ （４５ ５） １５０ （５４ ５）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 １２０ （４３ ６） １５５ （５６ ４）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１１３ （４１ １） １６２ （５８ ９）

表 ３　 不同规模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情况比较 家（％）

企业规模
企业数

（家）
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

用人单位负责人

职业卫生培训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职业卫生培训

劳动者职业

卫生培训

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

劳动者职业

健康检查

大型 １４ １２ （８５ ７） １３ （９２ ９） １３ （９２ ９） １４ （１００ ０） １４ （１００ ０） １４ （１００ ０）

中型 ４１ ３４ （８２ ９） ３０ （７３ ２） ２９ （７０ ７） ３１ （７５ ６） ３８ （９２ ７） ３２ （７８ ０）

小型 １６６ ６４ （３８ ６） ８４ （５０ ６） ８０ （４８ ２） ７３ （４４ ０） ９８ （５９ ０） ７１ （４２ ８）

微型 ５４ ３ （５ ６） １２ （２２ ２） １３ （２４ １） ７ （１３ ０） １３ （２４ １） ３ （５ ６）

趋势 χ２值 ６５ ３６ ３５ ２０ ３１ ８４ ６５ ３６ ３５ ２０ ３１ ８４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２ ３　 不同规模企业粉尘检测及体检情况 　 ２７５ 家企

业以小型、 微型规模为主， 占比达 ８０ ０％ （ ２２０ ／
２７５）； 大型企业接 触 矽 尘 危 害 劳 动 者 最 多， 占

４３ ２６％ （３ １７５ ／ ７ ３４０）。 不同规模企业矽尘超标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２８ ９２， Ｐ＜０ ００１）， 以大型企

业超标率最高， 达 ３５ ４６％。 接触矽尘劳动者体检异

常率在不同企业规模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７ １０， Ｐ＝ ０ ０６９）。 见表 ４。

表 ４　 不同规模矽尘危害企业粉尘检测与体检情况

企业规模
粉尘检测 体检

企业数 检测点数 超标点数 超标率 （％） 接触矽尘人数 体检人数 异常人数 异常率 （％）

大型 １４ ５０２ １７８ ３５ ４６ ３ １７５ １ ５３４ ０ ０

中型 ４１ ６１ １４ ２２ ９５ １ ８９８ １ ２９６ １ ０ ０８

小型 １６６ ４４５ ９４ ２１ １２ ２ ０３５ ７８３ ３ ０ ３８

微型 ５４ ２１７ ４８ ２２ １２ ２３２ ３ ０ ０

３　 讨　 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 天津市存在矽尘危害企业以小、
微型为主；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水平整体较低， 职业卫

生 ６ 项指标实施率 ４１ １％～５９ ３％，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的实施率相对较高；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各类人员职业卫生培训、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等指标呈现随企业规模减小

实施率逐渐下降的趋势。 说明仍有部分企业主体责任

意识不强， 企业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法律意识

淡薄， 对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认识。
劳动者在脱离高浓度矽尘作业多年后仍会发展为

矽肺。 本次调查接触矽尘劳动者体检结果未出现明显

异常， 但仍要采取有效措施， 降低工作场所矽尘浓

度， 定期开展职业健康监护与监测工作， 从根本上降

低矽肺发病风险。
针对本次矽尘危害重点行业调查结果， 建议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应着重加强对小、 微型企业和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的执法检查， 督促小、 微

型企业定期开展工作场所矽尘监测和劳动者职业健康

检查， 控制生产环境粉尘浓度， 提高劳动者防护用品

的配备率和佩戴率， 预防尘肺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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