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予警告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 ,罚款 500 ～ 2 000元。”实际上 ,

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因未进行工人体检而被罚款 , 执法状况 , 可

见一斑。

2　对策

首先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建立一只强大的健康监护队伍 ,

学习西方职业卫生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法律上赋予外资企业的

厂医一定的监督权利 , 在外部和内部共同把健康监护工作做

好。要抓紧职业卫生的立法 ,尤其在健康监护方面既要严格要

求 ,又要切实可行。另外 , 在外资企业发达的地区要建立一套

行之有效的工人健康档案管理系统 ,严格执行工人持证上岗制

度 ,使工人和企业的利益都得到保护 。在执法的基础上 , 结合

外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常需要达到不同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标

准 ,建立和完善健康监护评价制度 ,并使其对经济活动有促进

作用。国家应建立相对独立的健康监护监督机构 , 真正做到独

立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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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职防工作现状及思考

徐海龙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 部分企业不能适

应转轨时期的变化 , 出现了诸多困难和问题 , 也使这部分企业

的职防工作难以展开 ,甚至陷入困境。为摸清我市劳动卫生工

作的现状 , 我们在 1998 年 10 月对全市主要工业企业开展了全

面调查 ,基本情况如下。

1　有毒有害重点企业的分布及经济运行情况

本次调查存在有害因素的重点企业 96 家。正常生产企业

58 家 ,占调查总数的 60.41%;半停产企业 4家 , 占 4.17%;停产

企业 29家 , 占 30.21%;破产企业 5 家 ,占 5.2%。

正常生产的 58家企业中有 6家拒绝调查。在有效调查的

52家企业中以粉尘危害为主的企业 17 家 , 占有效调查的

32.69%;以毒物危害为主的企业 25 家 ,占 48.08%;以噪声危害

为主的企业 10家 , 占 19.23%。 52 家企业中共有接尘工人2 629

人 ,接毒工人1 765人 ,接触噪声工人2 589人。

2　劳动卫生工作开展情况

2.1　现场劳动卫生监测

本次调查的 96 家企业中 , 1995 年监测 41 家 , 1996 年监测

30 家 , 1997 年监测 18 家 , 1998 年监测 13 家 , 监测率逐年大幅度

下降(见表 1)。

表 1　1995～ 1998年市属企业有害因素监测率(%)

有害因素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粉　尘 77.75 47.19 14.90 13.39

毒　物 78.86 23.95 21.39 30.49

噪　声 68.11 40.24 30.35 16.48

合　计 74.05 39.70 24.91 17.81

2.2　职业性健康监护

在调查的 96家企业中 , 接受职防机构开展的职业性健康体

检的企业 1995年 25 家 , 1996 年 17 家 , 1997 年 13家 , 1998年 1 ～

10 月仅 8 家 ,全市总体检率也一直在低水平状态(见表 2)。

　　作者单位:243000　马鞍山市卫生防疫站

表 2　1995～ 1998年市属企业职业性健康体检率 (%)

有害因素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粉　尘 2.52 3.60 9.55 3.78

毒　物 32.58 57.57 12.78 16.69

噪　声 0 1.38 11.29 7.96

合　计 6.01 10.82 10.81 5.31

　　由表 1 、 2 可看出 , 我市的职防工作处于十分不景气状态。

2.3　职业病的发生情况

据市职业病诊断组的统计资料 , 至 1996 年底 , 全市共有

尘肺病患者 874 人 , 职业中毒病人 243 人。1997 年诊断尘肺患

者 5人 , 铅中毒患者 12 人 , 苯中毒患者 5 人 , 一年新增加职

业病人 22 人。至 1997 年底全市因尘肺死亡总数达 412人 , 其

中 1995 年死亡 19 人 , 1996 年死亡 14 人 , 1997 年死亡 21 人。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体检率很低 , 可能有职业病患者未被发现 ,

因此 , 我市职业病的实际发病人数应比现已掌握的数字要多。

3　当前劳动卫生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

3.1　由于没有国家级的法规 , 因此 , 卫生部门对企业违规

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 致使职防工作处于被动的地位。

因此在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 , 建立和完善劳动卫生法律 、 法

规 , 以保护广大工人的健康和合法权益显得更为迫切。

3.2　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影响着职防工作的开展 , 企业对

有害生产场所的改造及劳动卫生条件的改善受到经济效益左

右。尤其是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在缺乏对尘毒危害有效治理

和对职工健康无监护的情况下 , 工人还要在劳动条件较差的

岗位工作。

3.3　部分企业领导对职防工作的认识不足 , 有的领导认为

劳动卫生监测和职业性健康监护是一种额外负担 , 同时也担

心查出的问题会成为企业的包袱 , 便以经济效益差为由 , 不

愿在这方面投入。 还有的企业在一些有毒有害岗位雇用临时

工或转包给私营业主。 更有个别企业瞒报 、 漏报或拒绝提供

有关资料。也有部分工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 使自身健康受

到不应有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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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目前职防工作现状的思考

4.1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 普及职业病的有关知识。通

过宣传取得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职防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

争取工会等群工组织的支持 , 改变卫生部门单一工作的局面。

同时通过宣传教育也可提高企业领导和工人的认识 , 使劳动

保护工作成为企业和工人的自觉行动。

4.2　强化劳动卫生监督 , 充分利用现有的法规 , 加大执法

力度 , 以尘毒危害严重的企业为突破口 , 将职防工作的重点

放在乡镇企业 、 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拓宽劳卫工作的服务

领域 , 提高职业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 更积极主动地开展

劳动卫生监测和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 。

4.3　加强职防队伍的自身建设。树立信心 , 克服等 、 靠 、

要的思想和工作中的畏难情绪。在目前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

应优先考虑职防人员的继续教育 , 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 ,

并在充分发挥现有装备作用的同时 , 积极引进新技术 , 开展

新项目 , 以适应新时期职防工作的需要 , 为推动职防事业的

发展 , 保障广大劳动者的自身健康做出贡献。

(收稿:1998-12-07　修回:1999-03-02)

乡镇釉砖厂防尘措施的探讨

王光栋　杨忠文　孙　燕

　　釉砖是一种较高等和新型的建筑材料 , 其生产过程中产

生大量粉尘 , 严重危害职工的身体健康。为治理釉砖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粉尘危害 , 我们在一乡镇建材厂设置了一套卫生

防尘措施。经一年多试用 , 效果良好 , 现总结如下。

1　生产工序与防尘措施

1.1　生产工艺流程

釉砖生产所用的原料主要有石英 、 粘土等 , 经湿法破碎

和细磨工序后 , 进行烘干 , 后为干法生产。

生产工艺流程为:

原料破碎 (湿法) ※细磨※滤泥
烘干 、 干法

轮碾机※筛

分
皮带输送

砖坯成型。

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粉尘外逸。

1.2　卫生技术措施

1.2.1　将原料干法破碎 、 筛分工序安装通风除尘系统。即

在原轮碾机 、 斗式提升机 、 滚筒筛的密闭箱上及下料口设置

了抽风管道 , 连至总风管除尘器 , 使轮碾机 、 物料输送和筛

分工序都在负压系统中运行 , 防止粉尘外逸 , 降低车间粉尘

浓度。

1.2.2　砖坯成型吸尘罩。为降低砖坯冲压成型过程中产生

的粉尘浓度 , 在冲模前后分别设置了 0.22m×0.11m 的吸尘

罩 , 固定于活动冲模上 , 用直径 110mm 塑料蛇型软管联到通

风除尘系统。罩口风速为 5m/ s。

1.2.3　建立健全防尘管理制度。企业建立防尘领导小组 ,

安排专人负责全厂防尘设备的管理及维修。制定生产设备管

理 、 维修 、 工人操作岗位和卫生清扫交接班制度 , 以保证防

尘效果 , 使作业环境的粉尘浓度保持在国家最高容许浓度以

内 , 见表 1。

　　作者单位:255100　淄博市淄川区卫生防疫站 (王光栋 、 杨忠

文), 淄川区淄城镇卫生院 (孙燕)

表 1　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mg/m3

岗　位
改进前

　范围　　平均

改进后

加强管理前
范围　　平均　　

加强管理后
范围　　平均

轮碾机加料口 50.0～ 61.1 55.6 7.9～ 20.8 14.9 0.7～ 1.1 0.8

滚筒料下料口 41.1～ 57.7 49.4 9.5～ 27.8 18.4 1.6～ 2.0 1.9

压砖机 10.4～ 50.0 29.1 2.8～ 11.1 7.1 0.7～ 0.8 1.1

2　讨论

2.1　防尘效果评价

作业环境粉尘浓度明显下降。 轮碾机的罩口风速达到

3m/ s时 , 粉尘浓度由安装前的 55.6mg/m3 下降到 14.9mg/ m3 ,

滚筒料下料口罩口风速为 2m/ s 时 , 粉尘浓度由 49.4mg/m3 下

降为 18.4mg/m3;砖坯成型粉尘浓度由 29.1mg/m3 下降为

7.1mg/m3。冲击式水浴除尘器进口初始含尘浓度1 900 ～ 2 800

mg/m3 , 排放浓度为 42.3～ 62mg/m3 , 除尘效率 97.5%。

2.2　除尘器的选择

釉砖原料粉碎后粒径极小且粘着力强 , 含水量高 (技术

要求原料含水 13%～ 15%)。如选用脉冲袋式除尘器 , 极易堵

塞滤料网眼 , 脉冲阀易坏。这也是电除尘器电极出现 “挂肠”

现象和集尘电极堆积粉尘的原因。况且脉冲 、 静电除尘器投

资和管理维修难度大 , 在釉砖生产中不宜采用。 由于釉砖还

具有亲水性的特点 , 宜选用冲击式水浴除尘器。 该除尘器具

有结构简单 , 取材容易 , 能自行制作等特点 , 从试验结果看 ,

比较适用于乡镇釉砖行业的通风除尘 。

2.3　建立管理制度的重要性

根据当前乡镇工业的生产工艺及设备状况 , 亟待加强管

理 , 健全规章制度 , 熟练操作技术 , 采取控制和减少二次扬

尘等综合防尘措施 , 才能收到好的防尘效果。在乡镇防尘工

作中 , 既要重视防尘技术措施 , 也要加强劳动卫生管理 。

(收稿:1998-10-05　修回:199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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