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病防治工作的有益探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通

过对新上岗人员开展健康教育与岗前体检相结合应用，为拓

展职业病防控服务开辟了新途径，为职业病健康管理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体现了疾控中心的社会公益性性质，营建了良

好的公共关系。因此，疾控中心利用自身优势做好岗前体检

工人的职业病健康教育将有利于预防职业病的发生，不仅造

福工人、企业和社会，而且还将创造品牌效应，提高疾控中

心在日益兴起的职业病体检市场中的竞争力，有利于职业病

防控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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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锌冶炼厂职工镉超标事件的调查

樊玉芳，何健，何玉红
(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1 基本情况

某公司以锌冶炼加工为主，现有员工 861 人。公司共设

硫酸、浸出净液、电解熔铸、合金锌粉等 6 个分厂，主要产

品锌锭、工业硫酸、合金锌粉。一年前，该公司又对锌冶炼

产生的镍钴渣、铜镉渣进行回收处理，其中对铜镉渣的处理

采用了“湿法”和“火法 ( 即冶炼熔铸) ”两种工艺。
2011 年 10 月，该公司发现浸出净液分厂镉熔铸岗位一职

工血镉超标，随后对全体人员进行血镉和尿镉检验。结果血

镉高于标准值的有 266 人，71 人在县医院住院观察，其余随

访观察治疗。
2 事件原因调查

2. 1 企业现场调查

事件发生后，该公司于 11 月 20 日停产整顿。分析生产

工艺过程，发现锌冶炼在配料、焙烧、镉熔铸过程中均可产

生含镉烟、尘，整个生产过程中绝大部分岗位存在镉及其化

合物，虽有局部排风系统，但仅运行 3 个月，厂房非全密闭，

不排除周边生产车间作业工人接触镉烟、镉尘的可能。
2. 2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工人每天工作 8 h，企业自运行以来，从未对作业人员进

行过职业性健康体检，没有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虽然有

劳动保护用品发放的记录，但均为一般的线手套、纱布口罩

等; 企业建厂时未做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也从未对

作业现场进行危害因素的定期检测。
2. 3 血 ( 尿) 镉超标作业人员流行病学调查

2. 3. 1 调查对象 调查人员依据自行设计的 《职业性镉中

毒事件个案调查表》，对血 ( 尿) 镉超标的 266 人中在县医

院

住 院的71例详细询问职业接触史、既往病史、生活史、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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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调查所接触的生产原料、成品、生产环境、防尘状况及

个人防护情况等，使用 Excel 表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3 结果

3. 1 一般情况

71 例 镉 超 标 者 中 男 性 62 例， 占 87. 32%，32 人

( 45. 07% ) 有吸烟史; 均自述既往身体状况良好，未做上岗

前职业健康体检。
3. 2 职业危害接触情况

71 例镉超标者工作岗位分布: 浸出净液分厂 60 人、硫酸

分厂 6 人、电解溶铸分厂 2 人、物料科 1 人、水气治理 1 人、
电炉锌粉分厂 1 人。从 266 例镉超标人员岗位分布情况看，

依旧是浸出净液分厂的职工所占比例最多 ( 占 56. 68% ) ，其

次是电炉锌粉分厂 ( 47. 92% ) ，硫酸分厂 ( 32. 62% ) 。以上

岗位的作业人员所接触的主要物料为混料、焙砂、含镉烟

( 尘) 、锌粉、锌液、海绵镉、镉渣、镉锭等，因此，生产过

程中镉及其化合物接触明显。
3. 3 职业危害防护情况

45 人 ( 63. 38% ) 述工作车间缺乏密闭通风排风设备;

11 人 ( 15. 49% ) 述通风排风设备不好; 配备纱布口罩、手

套的有 66 人，未配备任何防护用品的有 5 人。
3. 4 临床表现

71 例镉超标者中头晕 7 例，乏力 9 例，嗅觉障碍 1 例，

咳嗽 3 例，气短 9 例，腰背及肢体疼痛 3 例，胃肠道反应 3
例，其他 2 例。

62 例血镉有不同程度增高，但尿镉正常; 6 例尿镉值为

5. 02 ～ 12. 56 μg /g 肌酐 ( 诊断下限值 5 μg /g 肌酐) ; 3 例尿镉

增高的同时伴有尿 β2 -微球蛋白增高。
4 结论

该公司未对职工做上岗前职业健康体检及职业卫生相关

知识的培训，工作车间缺乏密闭、通风排气设备，企业配备

的劳动保护用品不符合镉作业人员的防护用品配备要求; 岗

位之间流动性大，职工对职业病的危害认知和自我保护意识

较差，易造成二次污染。工人自我防护意识淡薄，频繁接触

生产环境中存在的镉尘、镉烟，造成了本起职业性镉超标事

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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