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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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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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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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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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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材料制造、 石材加工、 石英砂加工、 汽车制造等）
中随机抽取 ２００ 家存在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煤尘、
矽尘、 水泥粉尘、 石棉尘、 铅、 苯、 锰、 甲醛、 三氯

甲烷、 噪声） 的用人单位。
１ ２　 方法　 按照监测方案提供的调查表， 采用职业

卫生现场调查法， 对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基本信息、 职业

病危害因素种类及接触情况、 上一年度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 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防护

设施设置及运行、 职业病个体防护用品配发情况等开

展调查。 所有调查人员均拥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合格证书， 由各区县卫健委工作人

员陪同调查， 并现场填写调查表。 调查表经用人单位

负责人核实签字、 加盖公章。 用人单位所属行业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经济类型

按照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国统字

［２０１１］ ８６ 号）、 企业规模按照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

企业划分办法 （ ２０１７）》 （国统字 ［ ２０１７］ ２１３ 号）
分类。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以制造业为主 （１０９
家， 占 ５４ ５％）， 经济类型以私营企业为主 （１５６ 家，
占 ７８ ０％）， 企业规模以小微企业为主 （１６５ 家， 占

８２ ５％）。 见表 １。

表 １　 用人单位行业、 经济类型和规模分布

行业　 　 　 　 　 企业数
经济类型 企业规模

私营 国有 港澳台 外商 大 中 小 微

制造业 １０９ ７８ １４ ５ １２ ７ ２７ ６０ １５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６９ ６１ ４ ０ ４ ０ ０ ３３ ３６

采矿业 １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 ５ １ ０ ０ ０ １ ５ ０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 ６ ４ ０ ０ ０ ０ ６ ０

合计 ２００ １５６ ２３ ５ １６ ７ ２８ １０９ ５６

２ ２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接触情况 　 ２００ 家用人

单位接触粉尘的劳动者共 ３ ２１３ 人， 其中接触矽尘、
水泥粉尘、 煤尘和其他类型粉尘者分别为 ８２４、 ６０７、
５１ 和 １ ７３１ 人， 无石棉尘接触人员； 接触化学毒物的

劳动者计有 ５ ０１８ 人， 其中接触锰、 苯、 甲醛、 铅、
三氯甲烷和其他化学毒物者分别为 ７８７、 ７２３、 ６６４、
３２、 ２０ 和 ３ ０９２ 人次； 接触物理有害因素的劳动者

９ ５２０人， 其中噪声接触者 ８ ７４１ 人、 其他物理因素接

触者 １ ６７３ 人。
２ ３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 　 １６５ 家用人单位

（８２ ５％） 于上一年度 （２０１８ 年） 委托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开展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结果显

示， 物理因素检测岗位超标率最高、 化学毒物超标率

最低。 见表 ２。

表 ２　 上一年度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

危害因素 检测岗位数 超标岗位数 超标率 （％）

粉尘 ８７１ ９２ １０ ６

化学毒物 １ ２０６ ４５ ３ ７

物理因素 ２ １４３ ６０２ ２８ １

２ ４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１７２ 家用人单位

（８６ ０％） 于上一年度 （２０１８ 年） 安排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其中， 噪声

接害人群体检结果异常 （职业禁忌证或疑似职业病）
率最高， 为 ６ ２％。 见表 ３。

表 ３　 上一年度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危害因素 体检人数 异常人数 异常率（％）

粉尘 ２ ５２３ ９６ ３ ８

化学毒物 ３ ８４９ ５３ １ ４

噪声 ７ ８２２ ４８７ ６ ２

２ ５　 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情况 　 调查显示， １８２ 家用

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过卫健

委或原安监部门组织的职业卫生培训班， 具有培训合

格证书。 １７３ 家用人单位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

者进行了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１０ 家用人单位 （主要

为私营汽车修理企业） 尚未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
３１ 家用人单位近 ３ 年内涉及新改扩建及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项目， 其中 ２５ 家用人单位开展或正在开展

职业卫生 “三同时” 工作。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均为接触

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配发防尘口罩、 防毒口罩、 防噪

声耳塞等职业病个体防护用品， １８１ 家用人单位在作

业场所设置防尘毒、 防噪声设施， 但个体防护用品和

作业场所防护设施的使用管理有待规范。 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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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职业卫生管理实施情况 家

职业卫生管理项目 涉及企业数 实施企业数 实施率 （％） 存在的主要问题

单位负责人及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 ２００ １８２ ９１ ０
新进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未及时参加卫健委举办

的职业卫生培训班， 无合格证书

接害劳动者培训 ２００ １７３ ８６ ５ 培训人数不足、 培训内容单一、 培训学时较少

职业病危害申报 ２００ １９０ ９５ ０
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分布情况等与企业实

际不一致

新增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 ３１ ２５ ８０ ６ 改扩建项目不重视 “三同时”

个体防护用品发放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配发人群不全面、 防护用品选择不适宜、 工人未按

要求穿戴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 ２００ １８１ ９０ ５
防尘毒设施缺乏维保、 排风罩设计安装不合理 （型
式选择不当、 排风量不足、 未设围挡、 有害气流经

过操作人员呼吸带）、 隔音降噪设施欠缺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 职

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率仅为 ９１ ０％， 未满

足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以
下简称 “职业病防治规划” ） 提出的培训率达 ９５％
的要求［１］。 培训率不足主要是私营企业人员流动性

较大， 单位新进主要负责人或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尚未

来得及参加卫健委举办的培训班。 由于用人单位自身

能力不足， 又不愿委托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职业卫

生培训， 参培人员覆盖面、 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等难

以达到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２］。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职业

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虽满足职业病防治规划提出的申报

率达 ８５％的要求［１］，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似［３⁃５］， 但存

在小微私营企业申报不及时、 申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

符等问题。 被调查企业 ３ 年内新改扩建及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 执行情况良好，
执行率 （８０ ６％） 高于部分省市［６，７］。

２００ 家单位上一年度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

期检测率达到职业病防治规划的要求 （ ＞ ８０％） ［１］，
但受 ２０１８ 年职业卫生监管职能移交的影响， 一些小

微私营企业怀有侥幸心理， 未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工作。 在查阅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时， 发现一些机构片面依赖

原辅料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ＭＳＤＳ） 进行有害

因素的识别， 而未开展挥发性化学组分分析， 极可能

导致危害因素漏检、 误检［８］。 据文献报道， 一些水

性树脂的合成是以甲醛为原料， 可能存在游离甲醛危

害［９，１０］， 但鲜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水性涂料或

水性胶粘剂使用岗位开展甲醛检测的记录。
受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变化、 小微私营企业法律意

识淡薄等因素的影响，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劳动

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未达到职业病防治规划的

要求 （９０％以上） ［１］。 在受检人群中， 噪声和粉尘作

业人员异常检出率较高， 这与重庆市整体职业健康体

检异常率的分布相吻合［１１］。 调查还发现部分企业亦

未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安排需要复查人员

进行复检。 职业卫生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的监督管理， 并在相关行业开展粉尘、
噪声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切实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２００ 家用人单位尤其是小微私营企业对职业病防

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用品在职业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缺

乏认识， 现有防护设施的设置维护、 个体防护用品的

配发管理等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 防护效果不

容乐观。
本次职业病防治基本情况调查虽仅选取 ２００ 家用

人单位， 但暴露出我市在职业病防治领域还面临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 建议： （１）
我市各级职业卫生监管部门仍需加大职业病防治宣传

培训力度和监督执法力度， 指导、 督促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用人单位尤其是小微私营企业依法履行职业病防

治主体责任。 （２）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应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学习， 努力提高职业病防治意

识和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同时，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

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人员接受职业卫生培

训和职业健康检查， 并完善现场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

体防护用品的配置管理， 充分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

益。 （３）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需注重服务质量的

提升， 在化学品尤其是不明有机溶剂使用场所开展有

害因素识别检测时， 不能凭经验或 ＭＳＤＳ 决定检测项

目， 应首先进行挥发性有机组分分析， 明确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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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１２，１３］， 以便用人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
同时， 积极为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卫生培训、 工程防护

治理、 个人防护用品指导等服务， 提高用人单位职业

病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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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淄博市耐火材料生产企业职业健康检查
及职业病诊断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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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波， 傅恩惠， 张一飞， 庞亮， 李春强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要： ２０１９ 年淄博市 １９ 家耐火材料生产企业职业健康检查

及职业病病例诊断资料显示， 其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和噪

声。 ３ ３７３名在岗劳动者检出职业禁忌证 ６７ 例 （１ ９９％）， 疑似职

业病 ７４ 例 （２ １９％） 中确诊职业病 ３３ 例， 患病率 ０ ９８％； 以周

村区、 小型、 私有企业及粉碎岗位检出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和疑

似职业病病例最多； ３３ 例确诊病例均为职业性尘肺病， 诊断率

７３ ３％。 提示应予耐火材料生产企业重点关注， 做好职业健康检

查及职业病诊断工作。
关键词： 耐火材料；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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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生产是淄博市职业性尘肺病的高发行

业。 本文特对 ２０１９ 年淄博市部分耐火材料生产企业

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例诊断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以

了解该行业劳动者职业健康现状和职业病发病特征，
同时对职业健康检查的质量控制指标进行探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数据资料均来自于 ２０１９ 年淄博市职

业病防治院对部分耐火材料生产企业的在岗期间职业

健康检查资料， 以及通过体检发现的职业病病例诊断

资料。
１ ２　 方法　 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发现职业禁

忌证和疑似职业病； 依据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２０１３ 版） 以及职业病诊

断标准， 对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的疑似职业病及时进

行职业病诊断。 将职业禁忌证、 疑似职业病和确诊职

业病的情况按照地区 （行政区域）、 企业规模、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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