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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 调查三明市区 1985年 1月

— 2008年 12月间水泥厂接触硅酸盐水泥粉尘对作业工人的不

良影响 , 分析尘肺病例的分布 、 发病工龄 、 晋期时间及并发

肺结核等流行病学特点。尘肺病的发生自 70年代后减少 , 病

例主要分布在生料和维修岗位 , 随尘肺期别的增高肺结核并

发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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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水泥厂接触硅酸盐水泥工人的健康状况 , 为预防

水泥厂尘肺的发生提供依据 , 我们对三明市接触硅酸盐粉尘

工人的尘肺患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查阅 1984— 2002年间三明地区 11家水泥厂作业环境监

测资料 , 记录粉尘名称 、 测定点及粉尘浓度 3项指标。收集

三明市区水泥厂 1985年 1月— 2008年 12月间尘肺患者资料 ,

填写尘肺病例报告卡 , 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职业史 、 单位 、

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接尘工龄 、 发病年龄 、 工种 、 晋期

年限和并发症情况等 。

1.2　方法

根据国家颁布的尘肺诊断标准 , 对作业工人按不同接尘

年代 、 不同工种分类 , 分别统计尘肺病例 , 计算发病工龄 、

发病年龄和晋期情况 , 逐项建立数据库 , 采用 SPSS13.0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47例尘肺分别来自我市 11家普通硅酸盐水泥生产厂。作

业环境粉尘定点共检测 624个样品 , 其中生料岗位检测样品

334个 , 平均粉尘浓度 26.14 mg/m3 (0.5 ～ 437.1 mg/m3);

熟料岗位检测样品 195个 , 平均粉尘浓度 42.63 mg/m3 (0.5

～ 391.7 mg/m3);包装岗位检测样品 95个 , 平均粉尘浓度

42.58 mg/m3 (0.83 ～ 243.33 mg/m3)。可见 , 水泥厂作业环

境的粉尘浓度都严重超过国家规定卫生标准。

2.2　不同接尘年代尘肺患病情况

47例水泥尘肺中 , 最早接尘年份为 1949年 , 最晚为 1994

年开始接尘。其中Ⅰ期尘肺 42例, 占 89.36%;Ⅱ期尘肺 5例 ,

占 10.64%。 4例Ⅰ期尘肺和 1例 Ⅱ期尘肺合并肺结核。从表 1

可看出 , 1969年以前接尘的尘肺病例占总数的 63.83%, 其后

接尘的尘肺病例占总数的 36.17%, 这可能与 70年代以后各种

防尘措施不断完善和加强个人防护宣传工作有关。

表 1　不同接尘年代尘肺患者的分布及尘肺期别构成

接尘

年代

Ⅰ期 Ⅱ期 合计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 1959 13 27.66 1 2.13 14 29.79

～ 1969 13 27.66 3 6.38 16 34.04

～ 1979 5 10.64 0 0 5 10.64

～ 1989 6 12.76 0 0 6 12.76

1989～ 5 10.64 1 2.13 6 12.77

合计 42 89.36 5 10.64 47 100

2.3　尘肺分布

2.3.1　不同工种尘肺的发病情况　47例水泥尘肺发生在 13

个不同作业岗位 , 根据接触水泥原料归纳分为生料 (生料破

碎 、 生料磨 、 看火 、 立窑等)、 熟料 (熟料运输 、 熟料磨 、 烧

成等岗位)、 维修 (电工 、 机修)、 包装 (放粉库底 、 水泥倒

库 、 水泥叠包等岗位) 4类作业工种 , 见表 2。

表 2　不同工种尘肺患者的分布及尘肺期别构成

岗位
Ⅰ期 Ⅱ期 合计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生料 20 42.55 1 2.13 21 44.68

熟料 5 10.64 2 4.26 7 14.90

维修 15 31.91 1 2.13 16 34.04

包装 2 4.25 1 2.14 3 6.38

合计 42 89.35 5 10.65 47 100

2.3.2　不同工种尘肺的发病工龄和发病年龄　经两两比较方

差分析 , 从事熟料和维修作业的尘肺患者发病工龄和发病年龄

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与作业场所接

触的平均粉尘浓度高低有密切关系(见表 3)。

表 3　不同工种尘肺患者的发病工龄和发病年龄

岗位 例数
发病工龄(年) 发病年龄(岁)

x±s 范围 x±s 范围

生料 21 29.60±10.79 10.01～ 46.25 48.95±8.34 34.32 ～ 65.41

熟料 7 19.10±9.76＊# 10.59～ 36.01 42.61±9.57＊# 33.15 ～ 57.07

维修 16 35.92±9.61＊# 9.34～ 43.95 53.17±6.62＊# 40.88 ～ 64.94

包装 3 27.27 ～ 1.15 25.51～ 27.68 48.95±3.99 46.58 ～ 54.37

合计 47 29.60 ～ 10.26 9.34～ 46.25 50.37±8.04 33.15 ～ 65.41

　　注:经两两比较方差分析 ,熟料和维修岗位比较 , ＊P=0.026, P<

0.05;#P=0.023,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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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尘肺晋期情况

2.4.1　不同发病年龄与各期尘肺患者情况分析　47例尘肺

患者中 , 0 +※Ⅰ期的平均年限为 6.13年(1.2 ～ 22.37年), 其

中年龄 <40岁 6例 , 晋期年限 5.01年;41 ～ 50岁 14例 ,晋期年

限 4.83年;51 ～ 60岁 18例 ,晋期年限 7.13年;>60岁 4例 ,晋

期年限 9.99年。 Ⅰ ※Ⅱ期的平均年限为 6.86年(3.47 ～ 16.62

年),其中年龄 <40岁 1例 , 晋期年限 3.47年;41 ～ 50岁 3例 ,

晋期年限 6.86年;51 ～ 60岁 1例 , 晋期年限 13.58年。本次调

查尚未看出随着发病年龄的增加 , 0+※Ⅰ期和Ⅰ ※Ⅱ期的晋期

年限有缩短的趋势。

2.4.2　不同工种各期尘肺晋期年限　47例尘肺分布在不同

岗位 , 其中 0 +※Ⅰ期生料岗位 20例 ,晋期年限 5.80年;熟料岗

位 5例 , 晋期年限 3.03年;维修岗位 15例 , 晋期年限 8.81年;

包装岗位 2例 , 晋期年限 4.55年。可见熟料岗位晋期年限最

短 , 维修岗位晋期年限最长。 Ⅰ ※Ⅱ期生料岗位 1例 , 晋期年

限 13.58年;熟料岗位 2例 ,晋期年限 10.05年;维修岗位 1例 ,

晋期年限 5.44年;包装岗位 1例 , 晋期年限 6.86年 ,维修岗位

晋期年限最短 , 生料岗位晋期年限最长。

2.5　不同期别尘肺合并症

47例尘肺中并发肺结核 4例 , 并发率为 8.51%,其中Ⅰ期

3例 、Ⅱ期 1例。

3　讨论

我市 11家普通硅酸盐水泥厂作业环境的粉尘浓度严重超

过国家卫生标准 , 作业工人接触粉尘的量很大 , 尤其以熟料和

包装岗位受到的危害最为严重。从 47例水泥尘肺的构成和分

布中可见 , 尘肺病的发生自 20世纪 70年代后有减少趋势 , 说

明做好防尘工作可以减少和控制尘肺的发生。尘肺病例以生

料岗位为最高 , 可能与该岗位多道的生产工序和作业人员最多

有关。

本次调查的水泥厂尘肺患者的平均发病工龄为 29.6年 ,

平均发病年龄为 50.37岁 ,熟料岗位的发病工龄和发病年龄都

最短 , 表明该岗位作业工人受粉尘的危害最大。 0+※Ⅰ期的平

均年限为 6.13年 , Ⅰ ※Ⅱ期的平均年限为 6.86年 , 随着发病

年龄的增加 , 尘肺患者晋期年限不表现缩短的趋势 , 这可能与

病人能否定期到有资质的职业健康体检机构进行复查和加强

个人防护 , 降低作业场所粉尘对个体的危害有关。

通过此次调查 , 我们发现水泥尘肺有如下特点:一是普遍

性 , 尘肺在生料破碎 、立窑看火及生 、熟料运输 、烧成 、磨机 、维

修 、成品包装等岗位均可发生;二是水泥尘肺的发病工龄较长;

三是尘肺发病工龄长于本市其他尘肺的发病工龄 [ 1] 。在今后

的 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仍将可能有新病例发生 , 因此建议用

人单位要加强职业性健康监护和作业场所粉尘的监测管理 ,防

尘降尘及加强个人防护是降低尘肺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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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按行业分层选择某市粉尘接触行业的部分企业作

为研究对象 , 采用自行设计的 《工作场所粉尘情况调查表》

和 《粉尘作业场所管理改进建议问卷》 对企业粉尘作业场所

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不同行业中接触粉尘的

工序 、 尘肺的高发工种差异很大 , 而粉尘浓度超标 、 缺乏防

护措施为企业尘肺发生的主要原因。 建议将粉尘接触限值和

接尘工人健康监护周期按行业 、 工种进行调查 , 将粉尘所致

疾病的常见 、 早期 、 容易监测且敏感的指标纳入接尘工人健

康监护范围 , 在防尘措施和检测技术方面加强研究 , 增加具

有粉尘监测和健康监护资质的机构。

关键词:粉尘危害;管理;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中图分类号:R13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10)06-0459-03

唐山市是一座以煤炭 、 陶瓷 、 机械制造 、 建材 、 采矿 、

冶金等行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 , 在许多行业的作业场所中 ,

都存在粉尘这一职业有害因素 , 对工人健康影响严重。为此

对我市粉尘作业场所危害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依据我市粉尘接触行业的分类情况从每个行业中选择 1 ～

2家企业作为现场调查对象 , 根据各行业中企业数量 , 选取有

代表性的 24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了解该工厂所代表行业的主要粉尘危害场所及生产工艺

流程 , 找出危害严重的环节;询问原料的使用情况 、 工人的

接尘情况以及车间采取的通风除尘措施;向企业职业卫生管

理人员了解工厂的厂区配置 、 粉尘治理方法 、 接尘工人管理

制度等 , 最后填写 《工作场所粉尘情况调查表》。

1.3　统计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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