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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点浓度进行监测
。

1
.

5
.

2 随着进区
“

三资
”

企业的不断增多
,

生产规模

的扩大
,

这部分企业又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和 待遇
,

因此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青年纷纷涌入
“

三资
”

企业
,

产业人群和接触危害人数会骤增
,

职业危害如得

不到有效控制
,

产业工人的健康仍继续受到危害
,

职业

病就会出现
,

并将造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损失
。

1
.

5 3
“

三资
”

企业中没有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
,

职

工的医疗和卫生保健工作得不到保障
,

2 0 0 0年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很难得到实现
。

2 劳动卫生 , 理对策

2
.

1 强化政府对开发区劳动卫生的监督管理职能

沈阳开发区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 的 新 城 区
。

至

1 9 9 2年底 已有 1 2 9家企业
,

随着开发区的不断发 展 建

设
,

到二十一世纪初将拥有近千家企业
,

产业人群突

破 30 万
。

由此可见
,

开发区是一个劳动卫生工作的大

市场
,

大量的工作觅待去开发
。

目前的劳动卫生状况

如不能得 到 迅 速 改善
,

势必造成产业工人的健康得

不到保障
,

因此
,

必须强化政府对开发区劳动卫生的

宏观管理职能
。

企业领导要转变思想
,

提高对劳动卫

生工作重 要 性 的 认识
,

消除重经济
、

忽视产业工人

健康的思想
,

使卫生事业与开发区经济同步发展
。

2
.

2 建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
,

加强监督执法力度

建立劳动卫生管理机构
,

是开发区发展中的一项

紧迫任务
,

应将其纳入到开发区行政管理工作中
。

根

据管经济必须管卫生
,

经济与卫生同步发展的原则
,

强化企业主管部门的劳动卫生管理职能
。

要从加强法

制管理入手
,

大力宣传和贯彻国家现行的劳动卫生法

规和标准
,

强化企业对产业工人健康负有直接责任和

劳动卫生是企业生产
、

经营
、

管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的认识
,

使企业的劳动卫生有人管
,

逐步形

成主管部门和企业齐抓并管的形式
。

确保劳动卫生工

作落到实处
。

2
.

3 研究制定和完善各项管理政策
,

走管理监督与服

务相结合的道路

开发区内即有
“

三资
”

企业
、

又有内资企业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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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单纯的
“

三资
”

企业管理
,

又有别于建国 40 多

年来形成的劳动卫生管理模式
.

因此
,

必须制定出适

合地 区特点和 发展的政策和办法
,

立足当前
,

兼顾长

远
,

探索适于 开发区发展的劳动卫生管理途径
.

( 1 ) 建立适合于开发区工业发展的预防性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
,

严格有效地控制进 区企业的职业危害
。

( 2 ) 根据开发区工业的特点和发展情况
,

建立

对职业危害因素生产作业场所的定点
、

定期监测制度
。

( 3 ) 根据开发区产业工人职业流功性大
,

劳动

生产率高等特点
,

建立产业工人健康监护和职业病管

理办法
。

( 4 ) 建立完整的劳动卫生和健康监护档案
,

实

行科学的档案管理
。

( 5 ) 帮助和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的劳动卫生管理

制度和措施
。

( 6 ) 把劳动卫生与初级卫生保健相结合
,

进行

综合管理
,

解决医疗保障问题
,

实行2 0 0 0年人人享有

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
。

2
.

4 加强职工健康教育
,

增强职工自我保护意识

职工健康教育工作是劳动卫生管理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
。

职业健康教育是贯彻卫生工作预防为主的方

针
,

推进人人健康的基本保障
,

是投入较少
,

收益较

大的一项重要工作
,

应纳入到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工作

日程
,

在职工范围内进行普及
。

同时
,

建立职工就业前

健康教育制度和定期职工健康教育培训制度
,

不断提

高职工卫生健康知识
,

增强职工 自身的自我 保 护 意

识
,

提高职工健康水平
。

2
.

5 努力开发卫生资源
,

建立一支精干的管理队伍

沈阳是一个老工业城市
,

积累了丰富的劳动卫生

管理经验
,

培育了雄厚的技术人才
,

应当充分利用和

发挥这些资源和优势
,

开发人力
、

物力
、

财力进入区

内
,

确保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
,

适应开发

区发展要求
,

解决劳动卫生监督管理所需资金及其来

源
,

逐渐配置完善的仪器设备
,

满足监督管 理 的 需

要
,

使劳动卫生实现科学化
、

规范化管理
。

机械工业
“

无害低害
”

技术发展现状与评介
沈阳第一 机床厂工卫环保处 l( 1 0 0 2 5) 马龙胜 杜 伟

解放以来
,

党和政府在工业生产中一 直 提 倡 以
`

无毒低毒
”

代替
“

有毒高毒
,

的预防为主的方针
,

以便更有效地保护广大职工身体健康
、

减 少 职 业 危

害
、

减少环境 污染
.

作者近些年来
,

曾随机械系统的卫生
、

安全
、

环

保等部门组织的调查与检查
,

先后对 163 个国有大中

型企业进行了概略的调查
,

现将有关职业卫生的问题

总结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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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本扭况

目前
,

在机械工业生产中
,

比较常见的职业危害

有 5 0余种
,

其中粉尘巧 ~ 19 种
,

重 点仍以矽尘为主
,

余为电焊尘
、

磨料磨具尘
、

白泥尘
、

陶土尘
、

钙镁类

尘及有机尘等 ; 化学毒物约 27 种
,

重点是苯
、

甲苯
、

铬
、

铅
、

氨
、

汽油及酸醉等 ; 物理因素 7 种
· · …

。

应

当指出
,

一些尼龙
、

塑料
、

化纤等化学原料也正在机

械工业中替代一 些钢铁原料
。

就其全系统综合来看
,

除个别企业外
,

接触有害

作业的人数约占本企业职工总数的20 一 25 %
,

而接触

人次数可达 25 ~ 35 %
。

在工业 比重较大的辽宁
,

其国

有大中型企业多在 5 0年代初建成投产
,

共同面临的问

题是如何进行技术改造
。

这些企业不 仅厂房
.

设备老

化
,

更为突出的是许多劳功安全卫生防护设施也处于

衰老破损状态
,

再加上管理的欠缺
,

处于难以进行正

常运行状态
,

因而致使一些诸如尘肺
、

噪声耳聋等慢

性职业病
,

呈继续增长趋势
。

对此
,

有些企业将有害

作业
,

如铸造
、

电瓷
、

电碳
、

石棉
、

蓄电池生产等转

嫁给乡镇企业或街道企业
。 一

些有害作业的引进问题

也在不断增多
。

调查中还发现
,

有些 企业由于作业环境不佳
,

职

业危害已严重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
,

进而导致有些工

种招工困难
,

后继乏人
。

因而
,

不得不采取招农民工

的办法
,

这不仅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

也影响了职

工的安全健康
。

当前在机械工业中
,

由于劳动环境的不断改善
,

人们认识知识的提高
,

其暴发型的职业发病 已大为减

少或基本不见
,

如铸钢
、

电瓷的矽肺
,

铅
、

苯 中毒

等
。

职业发病主要为慢性发病
,

如尘肺
、

噪 声 性!耳

聋
、

振动病等
。

一些科学调查 还证明
,

有的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工

种
,

不仅 自身可 以得职业病
,

还可影响子代发育与健

康
。

职业性肿瘤的问题在机械工业 中也应引起重视与

关注
。

作业环境中
,

不论是粉尘 (毒物 ) 浓度
,

还是物

理因素的强度较50 一 60 年代都有明显的好转
。

从总体

来看
,

在机械行业中
,

尘毒点合格率基本动摇在50 一

6 0 %
,

个别较好的企业可达 80 ~ 90 %
,

造成作业环境

合格率较低的主要原 因是企业对防护设施管理不佳所

致
。

应当看到每个企业在安全卫生防护上是做了较大

投入的
,

理应得到保护工人健康
,

减少环境污染的最

佳效果
,

但由于缺乏长期有效的管理措施
,

结果效果

不甚理想
。

这个问题应引起每个企业的足够重视
,

否

则投入和效果不会划等号的
。

2 技术改造与防尘防毒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机械工业生产发展前进过程中
,

曾采用过

共性的通风防尘排毒等技术措施
,

这些辅 助 防 护 设

施
,

在消除职业危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进入 80

年代
,

机械行业中更广泛地推行
、

研究
、

应用
“

无害

低害
” 、 “

清洁生产
”

的新工艺
、

新技术
、

新材料计约

3 0余项
,

并基本都取得成功经验
。

2
。

1 防尘方面

2
.

1
.

1 水法 f亡替干法 如铸造清砂工艺的干式落芯被
“

水力清砂
” 、 “

65 清砂
” 、

电瓷原料的水选法等代

替
,

这从根本上消除 了粉尘飞扬所致的尘肺病及其大

气环境污染
。

2
.

1
.

2 低矽 (is )砂代替高矽砂 如 70 砂 (石灰石砂 )
、

白云石砂等
,

这些砂含 5 10 2 多在 3 ~ 7 %
,

其致病

性明显低于 石英砂
。

2
.

1
.

3 铁磁凡代替硅砂造型
。

2
.

1
.

4 稀针尘 为提高铸件强度
,

在钢
、

铁熔化浇注

时加入适量的稀针
。

由于高温作用
,

瞬间大量烟气和

稀社尘粒溢散于空气中
。

这种尘具有弱射线
,

为此
,

要注意防止稀牡尘随呼吸或消化道的侵入
,

避免内照

射对机体的损害
。

因此做好局部及全面的通风与除尘

措施
。

2
.

1
.

5 钥尘 为提高钢铁件表面的耐磨性
,

我国于 70

年代应用钥粉末喷涂的新工艺
。

当喷涂时
,

由于 强高

温作用
,

进而产生 了紫外光的辐射及其钥尘的溢散
。

2
.

1
.

6 树脂砂造型代替粘土砂造型 这项工艺在我国

发展于 8。年代初
,

它不仅有效地降低了粉尘浓度
,

也

为消除噪声
、

振动提供了 良好条件
。

就其铸造树脂砂

工艺而言
,

不论其铸件质量
,

还是从卫生 学 角 度 来

看
,

都 是具有良好发展前途的
。

2
.

1
.

7 失腊精密铸造 这项工艺有效的减少铸件毛胚

的冷加工量
,

为降低铸件吨位
、

减轻体力劳动
、

降低

粉尘危害
、

消除噪声和振动危害都起 到了 良好作用
.

2
.

2 防毒方面

2
.

2
.

1 无汞仪表 如采用硅整流代
’

替古老的汞整流
、

气压柱代
卜

替汞压柱及微机数显等
。

2
.

2
.

2 无氨技术 主 要有无氨燃图 ; 无氮制冷 ; 无氮

精密铸造制壳硬化
,

即 A IC 13 代 N H 一C l
o

2
.

2
.

3 无氰技术 无氰电镀
;
无氰渗氮

,

即用 N H 替

代 K C N 或 N a C N
o

2
.

2
.

4 无铅技术 无铅汽油
,
无铅底漆

,

如偏翩酸钡

替代 ; 无铅印刷
,

微机排版印刷等
。

2
.

2
.

5 无苯技术 无苯喷漆
,

即用甲醛醋
、

抽余油替代

苯
、

甲苯等 , 无苯水性漆
,

即用以水为主及少量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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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苯
、

甲苯等 ; 干粉喷涂替代掖态喷漆 ; 喷漆有机

挥发物的下吸式通风及其净化回收技术
。

2
.

2
.

6胶体电解质 这是近几年我国创造发明超时代

的一项高新技术
。

它可有效的防止电解质酸蒸气
、

酸

液对人体的职业危害及环境污染
。

2
.

2
.

7 电镀铬酸雾的防护与净化 (水气 ) 回收
.

2
.

2
.

8 磁性技术 近些年来
,

磁性技术在处理净化防

毒技术及回收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
。

2
.

3 物理因素方面

2
.

3
.

1 无声代替有声 即用无声挤压
、

无声铆接
、

激

光切割等
。

2
.

3
.

2 无振代替有振 如微振代替强振
、

碳弧气鲍
、

树脂砂
、

水力清砂
、 “

65 清砂
”

等
。

上述新技术
、

新工艺的发展
,

为减少或消除振动

病
、

职业性聋的发病
,

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技术途径
。

2
.

3
.

3 饰钨电极代替牡钨电极 较好的解决了牡的放

射性危害
。

2
.

3
.

4 高频加热炉的合理接地装置
。

2
.

3
.

5 X射线管球及荧光屏的合理屏蔽
。

2
.

4 个体防护方面

2
.

4
.

1 铅屏蔽防护 如放射线防护的铅手套
、

铅屏等 ;

2
.

4
.

2 防红外线热辐射的防护眼镜 不要 配 带 白 色
“

水晶石
”

眼镜
,

必 须用含钻或氧化亚铁的微绿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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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色防护眼镜 ;

2
.

4
.

弓 送入式压气式防护日 罩
。

所有这些工艺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

在机械工 业生

产中
,

为保护广大职工 的身体健康
,

消除或减少职业

危害
,

降低环境污染
,

都得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

环

境效益及其社会效益
。

3 小结

3
.

1 做为大型的国营企业
,

除应有先 进 的 工 艺
、

技

术
、

设备外
,

在作业环境管理和健康管理方面也应达

到较高水平
,

也就是说在保护劳动力
,

发展提高劳动

生产效率方面
,

大中型企业应成为工业生 产 中 的 表

率
。

国有企业必须在生产中更多的采用少污染
、

无污

染或无害低害的技术路线
,

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

并保护广大职工的健康
。

3
.

2 调查结果表明
,

某些有害作业环境中有害因素严

重超标的作业点尽管不多
,

但其危害很多难从根本上

得到治理
,

因而其发病也随之增多
,

如物理因素租粉

尘等对机体的影响常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才发病
。

因

此
,

即便是许多企业在防尘防毒设施上做了较大投资
,

作业环境质量也有所改善
,

但就其短时间来看
,

各种

慢性职业病的患病率还不可能有所下降
,

因此
,

在今

后一段时间内各企业还 应继续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及 防

护工作
。

“

三资
”

企业劳动卫生监督管理势在必行

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 ( 1 1 6 。。1 ) 刘桂答 孙本志

大连市开发区卫生防疫站 张智基 朴兰芳

大连是 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
,

随着市内各项

建设事业的发展
,

近些年来
“

三资
”

企业也在迅速发

展
,

遍布城乡各地
,

与此同时
,

许多劳动卫生新问题

也应运而生
。

几年来
,

我们对
“

三资
”

企业集中的开

发区劳功卫生情况进行了调查
,

并开展了监督工作
。

现报告如下
。

1 基本情况

为了探讨对开发 区
“

三资
”

企业实行劳动卫生监

督管理
,

市卫生局 决定市劳动卫生研究所派员配合开

发区卫生防疫站
,

自1 9 8 9年以来
,

我们对大连开发区

1 32 家
“

三资
”

企业的劳动卫生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
。

至 1 9 9 1年末统计
,

职工人数 2 万余人
,

接触各种职业

性有害因素达 7 0 3 9人
,

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

其中

接触粉尘 3 0 1 3人
,

接触工业毒物 1 0 4 5人
,

接触物理因

素2 5 81 人
。

存在生产性粉尘 10 余种
,

以矽尘
、

石棉尘
、

棉尘
、

木尘居多多 工业毒物34 种
,

以铅
、

苯
、

三氯 乙

烷
、

氮氧化物和高分子化合物居多 ; 物理 因素 7 种
,

生产性噪声占多数
.

“

三资
”

企业的用工制度
,

均为合同制
,

合同期

1 ~ 3 年不等
,

工人多为 20 岁左右的女青年
。

实行每

周工作 6 天
,

每班 8小时工作制
,

每个工作班上下午

各有 10 分钟的工间休息
,

多为劳动密集性企业
。

大多

数工厂的作业环境外观上看整洁清新
,

管理有序
,

许

多厂房都有空调设备
,

工人有个人劳动保护用 品和数

额不等的保健津贴
。

近几年曾发生过急性中毒
、 ,

1
,

暑等事故
,

已有慢

性铅中毒的发病
。

2
“

三资
”

企业劳动卫生工作中的主要问颐

2
.

1 监督执法不力 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
第一

,

开

发区的主管领导部门
,

由于对兴建
“

三资
”

企业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