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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卫 生管理

浙江省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需求与对策探讨
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 3 1 0 0 0 9 )盛琴琴

浙 江 省 卫 生 厅 叶晓春

近年来
,

我国乡镇工业不断迅速发展
。

我们曾于

1 9 8 7 年对全省 86 个县 (区 ) 乡镇企业尘毒危害进行了

调查
。

全省有乡镇企业 98 6 90 家
,

从业人员 53 4 万
,

年

产值 4 02 亿元
,

乡镇企业收入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 1 3/

以上
。

然而
,

乡镇工业带来的职工危害问题亦同样十分

突出
。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
,

噪声
、

粉尘
、

苯是本省乡镇

工业存在的主要职工危害
。

我们针对存在的职业危害

现状
,

探索解决的对策
,

以利于乡镇工业的健康发展
。

1 乡镇工业的劳动卫生现状调查

1
.

1 乡镇工业尘毒危害程度

1
.

飞
.

1 我们曾对三个乡镇石英砂 (粉 ) 厂粉尘危害

进行了调查
。

其设备简陋
,

均手工操作
,

作业环境中粉

尘浓度经测定为 4
.

64 ~ 1 5 2
.

6 5 m g / m
3 ,

粉尘中游离

5 10 :

含量 > 9 8 %
,

分散度 2~ l o m m 占 2 6 % ~ 6 5 %
。

5

年尘肺发病率为 33
.

6 %
。

接尘 1年者发病率达 8
.

8 %
,

最短发病工龄仅 7 个月
。

晋级较快
,

I ~ l 期平均 1
.

7

年
,

最短仅 4 个月
。

1
.

1
.

2 调查某县的一个村办冶炼厂
,

全厂有职工 36

人
,

直接从事熔铅作业 21 人
,

均为男性
。

主要产品是

从工业废料中生产铸字铅
、

铜锭
。

空气浓度测定
,

铅烟

为 0
.

1 4 ~ 2
.

s 6 m g / m 3 ,

超标 4 ~ 7 8倍
。

对 1 9 名熔铅工

人进行体检
,

诊断轻度铅中毒 12 人
,

铅吸收 3 人
,

两

者合计检出率为 78
·

9 %
。

1
.

1
.

3 浙江温州地区制鞋行业多次发生苯中毒
,

仅

一起就死亡 7人
,

最短接触工龄仅 5 个月
,

最小年龄

1 8 岁
,

这样的中毒率和死亡率确属罕见
,

引起我省及

全国的震惊
。

1
.

1
.

4 乡镇工业中硫化氢中毒及死亡事故也频频发

生
,

仅今年 3 ~ 4 月一个月间
,

我省已发生 3 起
,

死亡

3 人
。

1
.

2 从中国卫生监督统计报表看乡镇工业职业危害

1
.

2
.

1 乡镇工业生产环境有害物质浓度的合格情况

见表 1
。

表 1 1 9 9 5年度浙江省生产环境有害物质浓度测定情况

经济类型
粉 尘 化学因素 物理 因素

实测点 合格点 合格率 ( % ) 实测点 合格点

县 以上企业 5 6 56 2 9 0 9 5 1
.

4 3 5 5 9 6 4 1 9 1

乡镇企业 2 80 0 1 2 00 4 2
.

8 5 2 3 9 3 1 9 7 1

由表 1可见我省主要的职业危害粉尘
、

噪声的合 1
.

格率乡镇企业均低于县以上企业
。

合格率 ( % ) 实测点 合格点 合格率 ( % )

7 4
.

8 5 4 5 2 3 3 6 0 6 1
.

6 2

8 2
.

3 6 1 3 9 6 5 6 6 4 0
.

5 4

2
.

2 乡镇工业接触有害作业工人的健康检查情况

见表 2
。

表 2 1 9 9 5 年度浙江省有害作业工人健康检查情况

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

经济类型

粉 尘

体检

人数

检出

人数

15 7

12 8

检出率
( % )

体检

人数

检出

人数

检出率
( % )

体检
人数

检出

人数

检出率
( % )

县 以上企业

乡镇企业

4 0 00 8

2 9 3 97

0
.

3 9

0
.

4 4

2 9 9 4

1 7 8 0 4

10 5

I U 7

.0 3 5

0
.

6

1 4 5 1 2

9 9 4 8

0
.

0 5

0
.

0 1

由表 2 可见乡镇企业的检出率高于县以上企业
。

1
.

2
.

3 1 9 9 5 年全省新发职业病情况 新发职业病

51 。例
,

尘肺 3 29 例
,

其中乡镇企业 n Z 人
,

占 34 % ;

急性职业中毒 99 例
,

其中乡镇企业 35 例
,

占 35
.

4 % ,

慢性 职业 中毒 69 例
,

其 中 乡镇 企业 28 例
,

占

4 0
.

5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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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担全国
“

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需求与对策研

究
”

试点工作前后的对比

2门
1 9 9 0年起

,

我省参加了卫生部
、

农业部组织的

该课题
,

并按要求选择了金华县及肖山市为代表性的

调查点 (金华县位于浙江省中部
,

属丘陵地带
,

居乡镇

工业中等水平 ; 肖山市位于钱塘江南
,

属平原地区
,

是

乡镇工业较发达的县级市 ) 进行了乡镇工业职业卫生

现状的基本调查
,

并选择行业及尘毒种类较齐的四个

乡镇作重点调查
。

在此基础上
,

针对乡镇工业存在的问

题及其具体情况进行了干预对策的试点 (共 7 个方

面 )
,

这里仅介绍 1 9 9 5 年底试点前后职业危害种类
、

浓

度及健康检查情况
,

结果见表 3
、

表 4
、

表 5
。

表 3 职工危害种类分布

有职业危害的企业数 接触人数
职业危害种类

— —
试点前 试点后 试点前 试点后

粉尘 1 3 6 1 32 1 90 3 2 0 8 8

毒物 2 9 2 4 1 6 0 1 5 0

物理 因素 4 8 4 2 2 50 3 2 3 6 9

合计 2 1 3 1 98 4 5 66 4 60 7

表 4 作业环境浓度 (强度 ) 测定结果

试点前 试点后
有害因素

测定点 合格率 ( % ) 测定点 合格率 ( % )

1 62

1 l

12

72

3

2 0 5

5 6
.

7 9

好除尘设备的管理工作
,

专人负责
,

增添先进除尘设

备
,

使粉尘监测合格率从 1 9 9 2 年的 22
.

22 %上升到

1 9 9 5 年 的 6 2
.

5 %
,

平均浓度从 1 9
.

Z l m g / m 3

下降到

1 0
·

8 4 m g /nr 3 。

2
.

2
.

2 金华县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工所合作
,

选

择尘毒治理最佳方案
,

特别提出适宜乡镇水泥厂的通

风防尘设计技术方案
,

该技术通过金华赤松水泥 厂使

用
,

在保证设备维修和严格的现场管理等综合措施下
,

使作业点粉尘浓度基本上达到国家允许浓度范围
,

并

已在全县 8 家水泥厂推广运用
,

同时许多技术还在国

内推广应用
。

2
.

2
.

3 学习推广我省东风莹石矿综合治理成果的经

验
,

对莹石矿开采业
,

采用了适宜的湿法开采
,

配备良

好的通风
,

使开采环境的粉尘浓度基本达到国家允许

浓度标准
。

2
.

2
.

4 在肖山制鞋行业鉴于以往出现的事故
,

采取改

革氯丁胶粘合剂的配方
,

减少苯含量
,

用局部抽出式防

护罩
,

改善通风防护设备
,

使三苯浓度达到 国家卫生标

准
。

2
.

2
.

5 静电喷漆厂
,

由原来喷漆柜喷漆改建成封闭式

的自动流水线
,

使岗位的苯浓度明显下降
,

达国家允许

浓度
。

3 建议

我省乡镇工业 80 年代起就迅猛发展
,

由于工作条

件差
,

职业危害分布较广
,

故职业病患者不断出现
。

另

外
,

由于法制和三级预防网络不健全
,

存在着一定的漏

报漏检现象
。

为了加强对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
,

我们

认为有几个间题是值得讨论的
。

3
.

1 职业卫生服务是一项政策性
、

科学性
、

社会性很

强的工作
,

涉及到许多部门
,

首先要各级领导重视
,

强

化政府监督和宏观管理职能
,

要加强职业卫生法制化

管理 (特别是
“

三资
”
企业 )

,

理顺和明确卫生部门与相

关部门的关系及职责范围
,

要分工合作
。

3
.

2 职业卫生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和消除职业危

害
,

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

从我省试点县适宜技术的推

广实践
,

证明它是解决职业危害的根本措施
。

如水泥尘

和苯类车间浓度超标率明显下降
,

经统计 尸 < 。
.

05
,

有

显著差异
。

因此
,

职业卫生服务应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

体系
,

如何设计
、

总结
、

推广控制尘毒
、

噪声等危害的实

用
、

经济
、

有效的适宜技术很重要
,

是指标的首位
。

3
.

3 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的对象是农村职业人群
,

据我省试点调查
,

每位卫生专业人员负责 47 5 家厂
,

每

千名职工拥有专业人员 。
.

04 人
,

由此可见
,

是处在
“

高

10010094
川90100150n14矽尘

煤矽尘

铅

内j
.n6

自卜U

几匕

663
三苯 (苯

、

甲
苯

、

二甲苯 )

铬

噪声 2 0 6 4 5
.

1 5

66
.

7

4 9
.

2 7

从四个乡镇情况看
,

有职业危害的企业数在减少
,

但接触人数在增加
。

总的变化不大
。

从作业环境测定的

浓度来看
,

试点后合格率明显提高
。

表 5 接触有害因素工人体检情况

项 目 试点前 试点后

体检人数 2 2 2 9 2 7 1 6

检出病例 15 n

观察对象 1 0 4 1 18

检出率 ( % ) 5
.

3 3 4
·

7 5

由表 5 可见检出率有所下降
。

2
.

2 尘毒职业危害治理效果
,

乡镇工业大多土法上

马
,

设备落后
,

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
,

职业危害比较严

重
。

通过干预性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2
.

2
.

1 肖山城北水泥厂领导重视
,

健全制度
,

切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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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

低服务
”

状态
。

开展以乡卫生院为中心的医疗保

健工作
,

与农村的三级预防保健网相结合
,

将乡镇工业

职业卫生服务纳入
“

2 0 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的农村

初级保健工作中
,

有利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
,

使职业人

群受到 医疗保健服务
,

试点县的实践也证实了是可行

的
。

3
.

4 职业卫生服务包括管理监督
、

环境监测
、

健康监

护和健康教育
,

乡镇工业人员流动性大
,

加之 目前外来

民工较多
,

他们文化水平较低
,

缺乏劳动卫生知识
,

据

调 查在 职 工 中对 职业 危害 知识有所 了解 的 只占

1
.

75 %
,

在工厂领导中也只占 12
.

7 %
,

故开展各层次

的职业健康教育很有必要
,

对企业的领导及职工要进

行预防职业危害
、

加强自我保护的教育
,

让职工明确职

业病是可预防性疾病
,

做好预防工作使之成为 自觉的

行动
。

对广大基层卫生人员进行现代医学功能
、

预防
、

治疗统一的观念
、 “

大卫生
”
概念以及职业卫生基本知

识的培训
,

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继续教育
,

更好地

为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
。

(收稿
:

1 9 9 6一 0 7一 1 0 修回
:

1 99 6一 0 9一 2 8 )

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面临的难题与对策

江苏省泰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 2 2 5 3 0 0) 范观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

社会主

义医疗市场的客观存在
,

现阶段的职业性健康监护工

作面临着工作范围
、

管理体制
、

监护要求等方面的严峻

挑战
。

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存在

的难题
,

积极思考和制定解决难题的对策
,

对于提高职

业性健康监护工作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问题

与七
、

八十年代相比
,

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已有了

质的飞跃
。

三级预防组织的逐步健全
,

健康监护技术规

范的制定
,

使这项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
、

法制化
。

然而

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的总体水平却未能与预防保健事

业的发展同步提高
,

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很大程

度上未能完全体现
。

笔者认为这种状态与职业性健康

监护工作面临的一些难题有关
。

1
.

1 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期望值

与现有职业病防治机构的技术范围情况的矛盾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深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逐步建立
,

职业性健康监护对象对职业性体检医

务人员的期望越来越高
。

有的要求全面体检
,

企图通过

一次监护检查
,

不按职业要求
,

把身体存在的疾患都查

出
。

根据现有乡镇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
,

有害作业面广

人多
,

劳动防护差
,

迫切需要职业性健康监护
,

然而现

行的职防机构内部责权利脱节
,

仍按计划经济时代的

模式管理
,

规范化
、

科学化水平不高
,

职防队伍不够稳

定
,

面临着
“

断层
”

的危机
。

,
.

2 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的法制不健全
、

不配套
,

缺

乏健全的监督保证体系

目前
,

由于我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

法律

地位和效力还不够高
,

卫生监督体制和运行机构还不

尽合理
,

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等业务部门融监督
、

监

测
、

服务于一体
,

卫生监督制度和制约机制不健全
,

影

响了职业性健康监护综合职能的发挥
.

如现在有些企

业领导劳动卫生意识淡化
,

对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不

配合
,

他们因效益差
,

怕花钱
,

怕查出职业病人多了
,

影响企业形象和上等级
,

还要花钱治病疗养
。

这部分工

厂因此而漏查
。

还有一些
“

三资
”
企业和

“

乡办企业
”

主要考虑盈利
、

短期效益而不愿在劳动卫生
、

职业病防

治上投资或把国外已淘汰的工艺设备引进
,

或延长工

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
,

因而发生职业病
。

这些企业在用

工问题上
,

大量雇用廉价的临时工
,

他们的文化素质普

遍较低
,

自我保护意识差
,

职业人群流动性大
,

轮换频

繁
,

无法对其健康监护
。

据报载
,

2 0 0 0 年将进入中国

乡镇企业职业病的高发期
,

据对国内 15 省市 38 个行

业的29 24 6个乡镇企业
,

近 Z n 万名从业人员的调查
,

乡镇企业有害作业面广人多
,

劳动防护差
,

职业病检出

率高
。

确实
,

因为职业危害除急性中毒外
,

一般潜伏期

较长
,

目前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
,

虽然接触某些有害因

素已造成机体损害
,

但多数尚未充分暴露出来
,

尤其是

各种尘肺病的潜伏期
,

一般需几年到十几年
.

近阶段
,

许多外资企业钻了我国现阶段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

将

有些有害作业进行
“

转嫁
” ,

被
“

转嫁
”

的企业往往生

产规模小
,

设备简陋
,

缺乏防护设施
,

作业人员也缺乏

防护知识
,

所以工人易受危害
。

1
.

3 医疗市场竞争与保护主义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