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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报告
。

沈阳市于洪区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需求现状调查与分析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1 0 0 2 4)

沈阳市于洪区卫生防疫站

于 飞 张成海 郭洪涛 张国东

焦永信 周风林 寇庆瑞

金广 义 刘玉柳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

农村经济的内部结构

发生了巨大变化
,

乡镇企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已经对

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

并日趋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与此同时乡镇工业 的职业危

害也 日趋严重
。

因此从职业卫生服务的角度研究乡镇

工业职业卫生服务的需求程度
,

并制定出相应 的卫生

政策和法规
,

建立一整套适合乡镇工业职业危害特点

的职业卫生服务体系
,

已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

为

此卫生部
、

农业部联合拟定了 《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

务需求与对策研究 》 课题
,

我们于 19 9。年 5月至 n 月对

沈阳市于洪区乡
、

村两级工业企业进行了现场调查
。

现

对于洪区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需求现状分析如下
。

1 资料来源和方法

1
.

1 资料来源 于洪区经济人 口资料
、

卫生资源资

料 , 于洪区乡镇工业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资料 , 于洪区

乡镇工业企业重点调查资料
。

1
.

2 方法 按全国 《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需 求 与

对策研究 》 方案规定的方法
,

由统一培训 的调查员填

写上述三项调查表
,

并进行计算机汇总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乡镇工业的发展与分布

据于洪区 1 9 8 5一 1 9 8 9年乡镇企业基本情况统计
,

乡镇企业数已从 1 9 85年的 6 2 9 9个发展到 1 98 9年的 8 07 7

个
,

其年均发展速度为 1
.

06
;
年均增长速度为 6

.

4 %
。

1 9 8 9年的乡镇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为 1 01
,
2 04 人

,

占当

年农村劳动人 口 数的 2了
.

4 %
,

乡镇工业企业的总产值

是农业总产值的 4
.

24 倍
。

乡镇工业在农村内部经济结

构中已占主导地位
。

于洪 区乡镇工业企业门类发展也 日趋完善
。

按全

国 《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需求与对策研究》 设计方

案规定的 40 个行业
,

本次调查的乡
、

村两级工业企业

共有 28 个行业
,

其中以机械
、

建材
、

金属制品业为主

(见表 1 ) ,
不同经济类型 即乡办

、

村办的乡镇工业企

业比例为 1 :4
.

3 ; 在地理分布上乡镇工业有随着与市

区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少的特点
。

2
.

2 乡镇工业职业危害现状

表 1 于洪区乡镇工业的行业构成

行 业 厂矿数 构成 比% 厂矿数 构成 比%

129e464
.

……
几̀̀̀趁,二,上6̀污̀

,吏,二,口

512133628151915邪44韶

…
八nU甘,1

.2..10..01

有 色金属 矿采选业

建材及其他非金属 矿采造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饲料加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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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皮毛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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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

医药工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 品业

建材及非金属矿制 品业

黑色金属压 延业

有色 金属压延业

金属制 品业

机械工业

交通运 愉业

电气机械业

电子通讯设备业

仪器仪表业

其 他工业

;: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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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

2
。

1 乡镇工业职业危害的构成

在本次调查的乡
、

村两级 961 个企业中有害作业

厂数 7 5 9个
,

占调查厂数的 82
.

7% , 有 害 作 业 人 数

1 2 2 5 2人
,

占生产工人数的 30
.

0%
,

其中女工23 55 人
,

占有害作业人数的 1 9
.

2 % ; 外县区 2 99 6人
,

占有害作

业人数的 2 4
.

4 %
。

有害因素的种类为 3 类 9 种
:
粉尘 (矽尘

、

石棉

尘
、

其他尘 )
、

化学毒物 (苯
、

铅
、

铬
、

其他毒物 ) ,

物理因素 (噪声
、

高温 )
,

三者接触人数比为 2
.

:6

1 :l
.

3
。

主要职业危害为矽尘
、

噪声
、

苯
,

占有害作

业人数的 5 5
.

2 %
。

2
.

2
.

2 乡镇工业职业危害的行业及地理分布

在 28 个行业中职业危害主要分布在机械
、

建材
、

金属制品
、

化学工业等十大行业 (见表 2 )
。

矽尘
、

噪声
、

苯
、

铅
、

石棉
、

铬等主要职业危害在行业分布

中有集中趋势 ; 其他粉尘
、

其他毒物在行业中呈散在

分布
。

铅主要分布在印刷工业铅印业
、

化学工业的染

料业 , 矽尘主要分布在机械工业的铸造业
、

建材工业

的制砖业和金属制品业 , 苯主要分布在皮革工业的皮

鞋加工业
、

化学工业的涂料制造业
、

金属 制品工业的

表面处理业
、

电气机械工业的修 卫业 , 噪声主要分布在

机械工业的锻件加工业
、

金属制品业的金属丝绳制品

业
、

纺织工业的毛纺业
、

木材加工业
、

电气机械工业

的电缆制品业
。

表 2 乡镇工业职业危害集中分布的行业及顺位

2 2 3

铅分布在距市区 37 公里的解放乡
。

2
.

2
.

3 几种主要职业危害的危害程度

据对乡镇工业的重点调查
,

其主要职业危害为矽

尘
、

噪声
、

苯
、

铅
。

分别对矽尘
、

噪声
、

苯
、

铅的作

业点进行测定
,

其测定点合格率为 1 7
.

4% (见表 3)
。

矽尘
、

噪声
、

苯
、

铅作业的厂矿超标率达 95 %
。

矽尘

作业厂矿超标的行业为机械工业的铸造业
、

建材工业

的制砖业
,

两者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1 1
.

o m g / m
, 、

1 2
. 。

m g/ m
, ,
噪声作业厂矿超标的行业主要为木材加工业

和机械工业的锻件加工业
,

两者累计强度分别为 2 9 4 6

dB
、

3 4 7 7dB
;
苯作业超标最为严重

,

表现为接苯作业

的行业全部超标
,

平均超标。 .

87 倍
。

对接触矽尘
、

噪声
、

苯
、

铅作业的 6 69 人按全国

方案要求进行体检
,

检出异常者 1 06 人
,

检 出 率 为

15
.

8 %
,

异常者多发生在接触噪声和苯的作业中 (见

表 4 )
。

表 3 几种主要职业危害的环境侧定情况

积业危

害名称

作业

点数

侧定

点数

测定点

合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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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 6 7 1 6 1 17
。 4

表 4 几种主要职业危害的职业性体检情况

行 业 有害作业人数 % 顺位 职业危

害名称

接触

人数

实检

人数

异常检

出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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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压 延加工业

皮革皮鞋业

像胶制 品业

有色 金属压延加工业

4 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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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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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1

2 5 0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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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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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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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

3

4
。

3

3
。
6

矽尘

噪声

9 7 8 3 2 7

3 2 0 2 1 1

1 3 0 12 3

1 0 8

0

9 3

1 3

0

2
。

2
。

合计 1 0 84 2 1 0 0
。

0

在地理分布上矽尘
、

噪声
、

苯三者接触人数与乡

镇工业的地理分布一致
,

随着与市区距离的增加而逐

渐减少
,

其接触人数在乡镇工业密集区
、

较发达 区
、

一般发展区
、

松散区间比为 1 :0
.

4 8 : 0
.

2 7 : 0
.

1 2
。

铅主

要分布在距市区 1 5公里的翟家乡 , 石棉尘 主要分布在

距市区 18 公里的马三家乡和距市区 4 公里的杨士乡 ,

合计 1 4 3 8 6 6 9 1 0 6 1 5
。
8

2
.

3 职业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2
.

3
.

1 1 9 8 5~ 1 9 8 9年政府对卫生防疫费用的投入

据 1 985一 1 9 8 9年于洪区各项经济指标统计
,

五年

累计卫生事业费 84 8
.

3万元
,

占全区五年累计财政支

出的 2 %左右
,
五年累计卫生防疫经费虽每年有所增

加
,

但其占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却由 1 9 85年的 7
.

3% 下

降到 1 9 8 9年的 5
.

9%
。

2
.

3
.

2 卫生人力构成

于洪区 2 0个乡 (镇 ) 卫生院现有卫生 技 术 人 员

58 0人
,

其中防保专业人员 78 人
,

占卫生技术人员的

13
.

4 %
,

平均每乡 3
.

9人
,

防保组有 1人兼职劳动卫生

丹0no比七UQ

:
比O,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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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实际仅为0
.

2人 )
。

区卫生防疫站现有劳动卫

生专业人员 5 人
,

乡区合计劳卫专业人员 26 人 (实现

仅 9 人 ) ,

其中主管医师 1 名
,

医师 5 人
,

医 士 17

人
。

在专业构成中卫生专业毕业的仅 4 人占1 5
.

4 %
,

17 人没经过医学专业培训
,

平均年龄 36 岁
; 累计专业工

龄 4
.

1年
。

劳卫专业人员与乡镇工业服务人 口 比为0
.

08

编
,

每名劳卫专业人员承担有害作业厂矿 (只按乡
、

村两级计算 ) 88
.

3个
.

2
.

3
.

3 用子职业卫生服务的装备状况

于洪区防疫站共有用于职业卫生服务 设 备 78 台

(件)
,

能承担生产环境中粉尘
、

铅
、

铬
、

苯及同系

物
、

噪声
、

辐射热等三类九种有害因素的测 定 和 尿 常

规
、

血常规
、

肝功等项目的检验
。

但限于设备的完好

状况其完成的质和量十分有限
。

2
.

3
.

4 1 9 8 9年为乡镇工业提供的职业卫生服务

乡镇工业的职业卫生服务均由区防疫站提供
,

乡

防保组尚无提供职业卫生服务的能力
。

1 98 9年乡镇工

业监督覆盖率 7
.

2 % , 职业性健康检查率 3
.

5 % , 预防

性卫生监督尚未开展
。

3 讨论

于洪 区乡镇工业的地理分布及行业分布特点决定

了今后开展职业卫生服务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
,

其

重点区域是与市区邻界的 4 个乡
,

其乡镇工业的比重

占全 区的5了
。
5 % , 重点行业是机械

、

建材
、

金属制品

业
、

化学工业
,

其接触职业危害的比重占全部接触人数

的 7 1
.

4 %
。

对四种主要职业危害的现状分析结果表明
:

接触矽尘
、

噪声
、

苯作业的厂矿超标率为 95 %
,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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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异常检出率为 1 5
.

8%
,

虽尚未排除非职业性因索的

影响
,

但也可看出职业性有害因素已产生了一 定的影

响
。

如不从宏观上加以管理就会影响乡镇工业的健康

发展
。

因此开展对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将是今后县

(区 ) 劳动卫生工作的重点
。

据对于洪区 1 98 9年用于

职业卫生服务的卫生资源分析结果表明
:
劳动卫生专

业人员与乡镇职工人数比为。 .

08 编 , 卫生防疫经费占

卫生事业费的 6 %左右
,

仅能维持卫生防疫人 员的开

支
,

很难用于发展事业 , 用于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

的监测设备为数有限
,

且均集中在 区卫生 防疫站
,

设

备已超负荷运转
,

无力为乡镇工业提供服务
.

4 对策设想

4
.

1 强化行政领导
,

对乡镇工业发展的卫生问题提出

相应政策
,

从宏观上保证既发展生产又保护生态环境
。

4
.

2 建立区
、

乡
、

厂三级职业卫生管理服务体系
,

卫生部门执行卫生监督提供卫生服务
,

企业主管部门

实行管理并协助卫生部门进行卫生监督
。

4
.

3 保证为乡镇工业提供职业卫生服务的资源供给
。

应采取多方筹措资金的途径缓解 目前用于乡镇工业职

业卫生服务资金不足的局面
,

并为各级业务部门提供

必备的设备和交通工具
。

同时根据于洪区乡镇工业的

地理分布特点配备劳动卫生专业人员
,

在乡镇工业密

集区每乡配 2 ~ 3 人
,

较发达区每乡 1 ~ 2 人
,

一般

发展区每乡 1 人
。

筋而使劳动卫生专业人员与乡镇工

业职工人数的 比例由原来的 0
.

08 阶增加到。 .

21 输
。

(参 加本工作 的还有本院物理因素研究室
、

体检 科等 同

志
,

一并表示 感谢
。

)

·

会议消息
·

日本第 67 回产业卫生学年会在冈山市召开
张作文

*

日本第67 回产业卫生学会年会 19 9 4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在 日本冈山市召开
,

来自日本各地 的近 1 5 0 0名学者参

加了本届年会
.

会议共发表学术论文 537 篇
,

内容涉及健康管理与疾病管理
、

粉尘与尘肺
、

有机溶剂与有机物
、

健康教育与保健指导等 15 个方面
,

基本上反映了 日本职业 医学界 的研究现状
。

一些正在 日本从事职业医学研究

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

会议邀请美国 E lr 旧 r y大学的 H o w ar d rF ` n
kl n副教授 做了题 为

“

hT
e R i g h t ot k on w A bo u t T o x ic

xE泌 ur es
:

A D召分 d e of E x p er i

~
”

的特别讲演
,

并以
“

职域保健
,

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
,

探讨了在当今日本

企业内部进行劳动灾害与职业病预防
、

保健和疾病管理
、

医疗保险补偿等工作所应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的评价
。

会议还通过了 日本产业卫生学会容许浓度委员会提出的 19 9 4年度 日本产业卫生学会容许浓度建议的 提 案及

关于更改日本产业卫生学会杂志 《产业医学 》 刊名的提议
。

会议还向与会者介绍了今年 10 月将在北京召开 的第

十四届亚洲职业卫生会议的情况
,

引起了 日本学者的兴趣
。

第 68 回 日本产业卫生学年会将于 1 99 5年 4 月 26 , ,

28 日

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
。

. 本文作者系中国预防 医学科学 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工业卫生管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

现在 日本国京都大学医学

娜公众卫生学放室攻读博 :k 学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