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意义 （χ２ ＝ １ ９６６， Ｐ＝ ０ ３７４）； 而双耳高频平均听

阈≥４０ ｄＢ伴语频任意频率听阈＞２５ ｄＢ 听力异常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 ５１３， Ｐ ＝ ０ ０２３）； 进一步 χ２

趋势检验显示， 听力异常率呈线性趋势 （χ２趋势 ＝ ７ ０８８，
Ｐ＝０ ００８）， 整体听力异常逐年下降。 接触组 ３ 年职业禁

忌证检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１． ６２３， Ｐ＝０ ４４４）。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该热电企业未

出现职业性噪声聋， 噪声作业工人的听力异常以双耳

高频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Ｈｚ） 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伴语频任意频率听阈＞２５
ｄＢ 两种情况为主， 与噪声导致听觉系统损伤的规律

一致； 接噪工人职业禁忌证 ３ 年检出率差异未见统计

学意义， 趋势相对平稳； 作业人员纯音听阈测试结果

的听力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且整体

听力异常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Ｐ＜０ ０５）。
分析原因主要为该企业近年来机构调整、 提效减

员， 同时对噪声职业病危害防控工作越来越重视， 通

过工程技术改造降低作业场所噪声强度； 通过调整作

业方式、 工作时间、 频率， 降低作业人员现场噪声暴

露时间； 同时， 对存在听力损失的员工及时调整作业

岗位， 做好噪声职业病危害的管理与预防控制。
鉴于热电装置高噪声的行业特点以及企业噪声

职业病危害现状和职业卫生管理的需求， 建议企业

实施噪声职业病危害风险管理控制措施， 包括建立

符合工作实际且有效的听力保护计划； 加强职业卫

生日常检测制度的落实， 定期进行噪声职业暴露评

估； 改进工艺进行工程控制与组织管理， 降低作业

人员现场接触噪声的频率与时间； 为作业人员选择

适宜的护听器， 并督促其正确佩戴； 制定职业健康

监护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听力损伤早期筛选， 预防

职业病发生， 对噪声职业禁忌作业人员及时调离岗

位； 落实职业病危害告知制度， 现场设置警示标

识、 告知卡， 并进行警示标识档案管理； 制定职业

卫生培训制度， 宣传噪声致听力损失的危害， 规定

公司各管理层级的培训学时， 有针对性地进行培

训， 并做好档案保存工作［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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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石材加工企业矽尘危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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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琴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尘肺科， 天津 ３０００５０）

　 　 摘要： 对某石材加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现状、 职业病危害

因素评价、 职业健康档案及矽肺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该企业生产车间抛光机旁和石榴石添加位旁沉降尘中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测定矽尘 ４７ ９２％、 其他粉尘 （石榴石砂） ３ ９７％，
粉尘暴露高危岗位包括切割、 打磨、 粘边、 开孔及抛光。 该

企业职业性矽肺患病率 ８ ９６％， １ 年后晋期率 ５０％， 病程进展

较快。 提示石材加工过程产生的矽尘对工人健康危害极大，
应加强监督管理， 保护劳动者健康。

关键词： 石材加工； 矽尘； 防控； 快进型矽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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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石材加工所致职业性矽肺的患病率急速

增加， 进展快， 预后差。 本文现对我市某石材加工企

业的职业危害及矽肺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实施目

标干预， 以期为降低该行业矽肺患病率、 及时诊治矽

肺病例等防控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本院接诊的某石材加工企

业 ６７ 名接尘作业工人， 同时对该企业工作场所生产

环境、 个人防护情况、 职业健康监护及矽肺病例特点

进行分析。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职业卫生调查　 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 原

材料使用情况、 生产工艺流程、 劳动定员及生产班

制、 职业防护措施及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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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及矽肺风险评估　 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１ 部分： 总粉尘浓度》
（ＧＢＺ ／ Ｔ １９２ １—２００７）、《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２ 部分： 呼吸性粉尘浓度》 （ ＧＢＺ ／ Ｔ １９２ ２—２００７）、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４ 部分： 游离二氧化硅

含量》 （ＧＢＺ ／ Ｔ １９２ ４—２００７）、《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 ２ １—
２０１９） 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 依据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 （ＩＡＲＣ） 中的接触等级（ＥＲ）及风险等级（Ｒｉｓｋ）
进行矽肺风险评估。
１ ２ ３　 矽肺病例分析 　 按照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 （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和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２ 号）相

关规定的要求进行职业健康监护， 检出的疑似病例

依据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ＧＢＺ ７０—２０１５） 进行

诊断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职业卫生调查　 该企业主要为石材加工及入户石

材成品安装， 原材料人造石英石， 年加工３０ ０００ ｍ３。
石材加工岗位 ３７ 人， 成品安装 ３０ 人。 生产车间工艺

流程为原料石材开料切割—粘边—水刀开孔—打磨抛

光—检验—成品安装， 室内安装工艺包括打磨、 切

割、 抛光等。 切割、 打磨、 粘边、 开孔及抛光均为粉

尘暴露高危岗位。 车间生产班制为 ６ ｄ ／周， ８ ｈ ／ ｄ 工

作制。 个人防护用品符合职业标准， 开料工使用

ＫＮ９５ 防尘口罩， 粘边、 抛光、 打磨及开孔工使用 ３Ｍ
防毒面罩。 ２０１７ 年改造前生产车间为干式作业， 以

近距离操作的半手工、 半机械加工为主， 作业场所无

除尘通风设施， 防尘口罩佩戴不规范， ２０１６ 年发现

首例矽肺病例。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改

造， 生产车间所有加工工序全部实施湿式作业， 定期

用水冲刷地面， 防止二次扬尘造成的粉尘暴露。 因监

管不到位和从业人员职业卫生知识缺失， ２０１９ 年前

企业未进行过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估， 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投产前一直在进行生产。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及矽肺风险评估

２ ２ １　 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 　 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１０％
属于矽尘， 矽尘总尘周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ＰＣ⁃
ＴＷＡ） １ ｍｇ ／ ｍ３， 呼尘 ＰＣ⁃ＴＷＡ ０ ７ ｍｇ ／ ｍ３， 最大超

限倍数 ２； 石榴石砂中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１０％， 按其他

粉尘进行检测， 总尘 ＰＣ⁃ＴＷＡ ８ ｍｇ ／ ｍ３， 最大超限倍

数 ２。 ２０１９ 年改造后生产车间抛光机旁、 石榴石添加

位旁沉降尘中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分别为 ４７ ９２％、 ３ ９７％。
各岗位粉尘检测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工作场所各岗位粉尘检测结果 （ＣＴＷＡ） ｍｇ ／ ｍ３

岗位 矽尘（总尘） 矽尘（呼尘） 石榴石（总尘） 时间（ｈ）

开料 ０ ９０～０ ９４ ０ ３３～０ ４３ ＜０ ３３ ５

粘边 ０ ７１～１ ５３ ０ ３３～０ ６６ ４

抛光 ０ ４７～０ ５０ ０ ３７～０ ４７ ５

水刀开孔 ０ ３１～１ ６３ ０ ６１～０ ６３ ５

人工水磨 ０ ５８～１ ４７ ０ ３０～０ ３９ ５

　 　 注： ＣＴＷＡ， １ 个工作日接触化学有害因素的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

度 （ｍｇ ／ ｍ３）。

ＧＢＺ ２ １—２０１９ 中矽尘 ５０％ ＜游离 ＳｉＯ２ 含量≤
８０％， ＰＣ⁃ＴＷＡ 总尘 ０ ７ ｍｇ ／ ｍ３， 呼尘 ０ ３ ｍｇ ／ ｍ３。
由表 １ 可见， 改造后开料、 粘边、 水刀开孔及人工水

磨岗位总尘和呼尘测量值接近或超过 ＰＣ⁃ＴＷＡ， 可以

推断改造前生产车间游离 ＳｉＯ２含量＞４７ ９２％， ４ 个岗

位粉尘超标的可能性极大。
２ ２ ２　 矽肺风险评估　 ＩＡＲＣ 将矽尘划分为 Ｇ１， 即

确认的人类致癌物， 健康危害等级水平（ＨＲ） ５ 级。
该企业最严重的健康后果为贰期矽肺。 有害因素接触

等级水平（ＥＲ）＝ （ＥＩ１×ＥＩ２×……×ＥＩｎ） １ ／ ｎ ＝ ４ ４７， 风险

等级水平（Ｒ）＝ （ＨＲ×ＥＲ） １ ／ ２ ＝ ４ ７２。 依据 ＥＲ、 Ｒ 的风

险级别矩阵图评价风险等级为极高风险。
２ ３　 职业性矽肺病例分析

２ ３ １　 职业健康监护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该企业粉尘暴

露作业 ６７ 人， 均为男性外来务工农民， 年龄（３１ ±
４ ５）（１８ ～ ４１） 岁， 工龄（５ ６±２ ４） （１ ～ １０） 年； 检

出疑 似 尘 肺 病 ７ 例 （ １０ ４％）， 诊 断 矽 肺 ６ 例

（８ ９６％）， 其中 １ 例壹期矽肺患者建议半年后复查，
因合同期满返乡未进行复诊。
２ ３ ２　 矽肺病例特点　 由表 ２ 可见， ６ 例确诊病例

符合快进型矽肺特征： （１） 首次接尘年龄 １９～４１ 岁，
男性青壮年， 既往体健， 矽肺诊断年龄 ２７ ～ ４９ 岁。
（２） １ 年后复查晋期率为 ５０％， 晋期时间最短 ６ 个

月， 最长 ２ 年， 病程进展较快。 （３） 胸部 ＤＲ 显示，
圆形小阴影以 ｑ 影为主， 分布范围为两中上肺野， ６
例中 ｑ 影 ６６ ６％ （ｑ ／ ｑ ３ 例、 ｑ ／ ｔ １ 例）， ｐ 影 ３３ ３％
（ｐ ／ ｓ 影 ２ 例）； 壹期矽肺 ３ 例小阴影总密集度均为 １
级， 分布 ２ 个肺区 （左中上 ２ 例、 两上 １ 例）， 分布

３ 个肺区 （两上左中） １ 例； 贰期矽肺 ３ 例 （小阴影

总密集度均为 ２ 级， 分布均达到 ６ 个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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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矽肺确诊病例基本情况

病例 年龄 （岁） 矽肺期别 接尘岗位 接尘时间 （年） 壹期诊断时间 贰期诊断时间

１ ２７ 壹期 石材加工、 入户安装 ８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 ４６ 壹期 入户安装 ８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 ４９ 壹期 入户安装 ８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３０ 贰期 石材加工、 入户安装 １０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３２ 贰期 入户安装 ７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４２ 贰期 石材加工 ７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讨　 论

该企业通过采用工程控制措施治理粉尘危害， 提

高工艺设备的自动化程度， 车间内切割及抛光岗位均

采用湿式作业， 除少部分采用人工手动打磨外， 手动

角磨机也采用湿式作业， 定期用水冲刷地面， 防止二

次扬尘造成的粉尘暴露。 ２０１９ 年改造后生产车间矽

尘和石榴石尘的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

要求， 可为石材加工行业的监管防控提供参考。 室内

安装因条件受限无法进行现场检测， 考虑室内空间密

闭， 缺乏通风除尘设施， 均为手工干性作业， 切割、
打磨及抛光为粉尘暴露高危岗位。 入户安装作业人员

的矽肺发病率 （６２ ５％） 高于生产车间 （３７ ５％），

企业应加强对入户安装作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防控监

管， 同时室内安装可考虑实施湿式作业或其他工艺

改进。
该企业确诊矽肺病例符合快进型矽肺特征。 其原

因与良好的经济效益吸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 农民工

文化程度低、 流动性大、 对粉尘危害认识不足、 防护

意识淡薄有关。 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公共卫生

问题。 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对务工人员职业健康问题的

监管宣教， 并按照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等相关规定对接触

粉尘的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 建立完整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早期开

展目标人群干预， 保护劳动者健康。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１－０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１－０９－２８）

　 　 作者简介： 彭中全 （ １９７４—）， 男， 主任医师， 从事职业病防治
工作。

重庆市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基本情况调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ｌ

ｉｎ ２０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

彭中全， 汪运， 谢勇， 钟媛， 张立， 徐一雷， 田平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重庆 ４０００６０）

　 　 摘要： 对 ２０１９ 年重庆市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基本

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以小微型和私营企

业为主 （８２ ５％、 ７８ ０％）， 作业场所物理因素和粉尘超标率

较高 （２８ １％、 １０ ６％）， 噪声和粉尘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异常检出率较高 （６ ２％、 ３ ８％）， 职业卫生培训、 职业病危

害申报及现场职业病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的配置管理等存在

诸多问题。 职业卫生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我市小微私营企业监

管力度， 指导帮助小微私营企业提升职业病防治水平。
关键词： 小微企业； 私营企业； 职业病；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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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０１９ 年重庆市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

“监测方案” ） 的要求， 我院于 ２０１９ 年对重庆市 ８ 个

区县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开展了职业病防治基本情况调

查， 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根据监测方案要求， 各区县卫生健康委

员会 （以下简称 “卫健委” ） 从辖区重点行业企业

（非煤矿山、 冶金、 化工、 水泥生产、 陶瓷生产、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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