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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985名特种作业工人的职业禁忌证进行了调查。

发现有 112名 (占 11.4%)患有职业禁忌证者继续从事着该

项工作 , 说明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存在问题 , 反映了

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利 , 为此 , 提出了做好特种作业人员的

健康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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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 , 特种作业的危险性较大 , 容易发生伤亡

事故 , 造成操作者本人和他人的伤害。 为掌握特种作业人群

的身体状况和有关规定 、 规范的执行情况 , 本文对某企业 985

名特种作业工人的职业禁忌证进行了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企业从事特种作业(电气 、焊接 、起重 、企业机动车

辆驾驶 、建筑登高架设等)工人 985 名为调查对象 , 其中男 710

名 ,女 275 名 ,年龄 20～ 59 岁;平均 38 岁;工龄 1 ～ 43 年 , 平均

15 年。

1.2　检查项目

根据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
[ 1 ～ 4]

, 选择相关体检项目 , 使

用专门的体检表进行检查。

1.3　判断标准

根据体检结果 , 参照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 1 ～ 4] , 分别进

行综合判定。身体健康 , 双目视力 (含矫正视力)均为 0.7

(焊工裸视在 0.4 , 矫正视力在 1.0)以上 , 无色盲和色弱 , 无

高血压病 、 癫痫病 、 精神病 、 心脏病 、 眩晕症和突发性昏厥

等妨碍该作业的疾病及生理缺陷者为合格。

2　结果

2.1　视力和色觉

　　双眼视力均低于 1.0 和 0.7 的有 99 例 (占 10.1%)和 46

例 (占 4.7%), 多数未佩戴眼镜进行矫正 , 且有 2 名电工为

单眼全盲 , 见表 1;有 37例 (占 3.8%)男性红绿色觉异常者

(色弱 14 例 , 色盲 23例),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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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种作业工人裸眼视力检查结果

工　种
视力低于 1.0

左眼 右眼 双眼

视力低于 0.7

左眼 右眼 双眼

焊工 50 48 35 29 28 16

电工 35 31 25 18 19 14

架子工 21 19 16 10 9 8

起重工 33 28 20 13 13 6

驾驶员 5 5 3 3 2 2

合计 144 131 99 73 71 46

2.2　血压

体检中发现 , 患有高血压者 76例 (占 7.7%), 见表 2。

表 2　特种作业工人色觉和血压检查结果

工种
辨　　色　　力

色弱 色盲
　

血　　压

临界高血压 高血压

焊工 3 4 58 19

电工 7 7 43 15

架子工 1 3 10 7

起重工 2 7 51 31

驾驶员 1 2 9 4

合计 14 23 171 76

2.3　心电图

心电图异常者 108例 (占 10.9%), 主要表现为心律失常

[ 窦性心动过缓 (速)、 心律不齐和房早等] 、 ST-T 改变等 ,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职工心电图改变非常典型 , 如心肌梗塞 、

冠状动脉供血不足 、 ST-T改变 、 频发房早 、 心律不齐等。 详

见表 3。

表 3　985例特种作业工人心电图检查结果

工种
异　　常

例数 %

心律

失常

不
完
右

低
电
压

ST
改
变

左室
高电
压

电轴

左偏

预激
综合
症

完
全
右

其
　
他

焊工 26 11.6 11 2 1 3 3 2 1 1 2

电工 34 10.1 15 5 3 3 0 0 2 3 3

架子工 11 13.9 9 0 2 0 0 0 0 0 0

起重工 30 10.6 17 1 0 3 3 3 1 0 2

驾驶员 7 11.7 5 2 0 0 0 0 0 0 0

合计 108 10.9 57 10 6 9 6 5 4 4 7

　其他:频发房早 、 偶发室早 、 心梗 、 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和房室传导

阻滞等。

2.4　综合判定结果

根据体检结果 , 参照有关标准[ 1 ～ 4] , 发现身体不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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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12名 (占 11.4%)。详见表 4。

表 4　各类作业体检结果

工　　种 总人数
不　合　格　者

例数 %

焊工 224 29 12.9

电工 338 14 4.1

架子工 79 13 16.4

起重工 284 48 16.9

驾驶员 60 8 13.3

合计 985 112 11.4

3　讨论

3.1　从此次调查结果看 , 有 11.4%患有职业禁忌证者的特

种作业工人继续从事着该项工作 , 说明有关部门对特种作业

人员的健康管理存在问题 , 反映了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利。

究其原因主要为特种作业职工的健康状况未引起企业和有关

人员以及职工本人的重视。

3.2　据调查 , 该企业绝大多数特种作业职工在上岗前未进

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 在定期体检时 , 与其他工种混同体检 ,

企业和体检机构忽略了职业禁忌证患者的筛选工作 , 也是一

个重要的原因。

3.3　建议增强领导和特种作业工人的安全生产意识 , 严格

执行有关体检制度;企业和卫生机构应建立职工医学监护档

案 , 对各类检查异常者应密切观察和治疗 , 及时发现和处置

职业禁忌证 , 做好把关工作;安全 、 劳资 、 工会等相关职能

部门 , 应积极配合 , 共同做好特种作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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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60 年代至 90年代的多次调查表明 , 该厂的钴冶

炼车间存在着工业性砷污染 , 已引起了职业性慢性砷中毒。

砷暴露职工中有严重的砷吸收 、 砷性肝肿大和砷性皮炎。 尿

砷和发砷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的差别也具有非常显著性。三氧

化二砷引起的慢性肝病令人关注。

关键词:砷;工业性砷污染;职业性砷中毒

中图分类号:R135.1;O613.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1)05-0300-03

某厂建于 1958年 , 其中砷暴露职工在 117～ 363 人之间。

厂内冶炼车间一直使用高砷矿石冶炼 , 生产过程中的溶炼 、

破碎 、 沸腾和收尘工段可产生有毒有害的三氧化二砷烟尘 ,

近距离周边环境也可受到污染。现将历年现场监测和砷暴露

职工健康监护检查结果予以综合报告。

1　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调查现场为某厂冶炼车间 , 调查对象为该车间作业工人;

30 年来 , 砷暴露职工人数在 117 ～ 363 人之间。调查基本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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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现场监测与职工体检同时进行的方式 , 职工体检重点在与

接触砷有关的肝脏 、 皮肤 、 尿等检查。判定砷中毒 、 砷吸收

的标准 , 由于全国尚未有一个统一的 、 法定的标准 , 历年来 ,

我们参照外地的经验 , 结合本行业的具体情况 , 经省职业中

毒诊断小组讨论 , 制定了 《职业性砷中毒诊断标准和砷性肝

肿大诊断的几条原则》 , 除砷吸收外 , 把职业性砷中毒分为轻

度中毒 、 中度中毒 、 重度中毒三级。

2　车间空气砷及其周边环境空气砷含量

从表 1 可见 , 60、 70 年代中 , 其溶炼 、 破碎 、 沸腾 、 收

尘工段空气砷含量均值严重超过车间国家卫生标准 (MAC 0.3

mg/m
3
), 其车间休息室的空气砷含量也常超过标准值;车间

外厂区内的空气砷含量也超过了居民区国家卫生标准 (MAC

0.003 mg/ m3)。80 年代该厂对车间内的烟尘进行了沉降和对

烟道进行了收尘处理 , 车间空气砷含量虽大幅度下降 , 但仍

有50%左右监测点超过标准 , 其均值全部超标;其周边环境

空气砷含量仍在居民区卫生标准值以上。

3　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砷含量

生产用水在 80年代废气处理改造前砷含量超过了国家卫

生排放标准 (MAC 0.5 mg/m3), 改造后则在标准值内 , 而生

活用水前后两次砷含量测定结果均未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MAC 0.05 mg/m3)。

4　砷暴露职工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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