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棉是指 自然 界中以纤维 

形式存在的、具有商业价值的链 

状硅酸盐 ，作为非金属材料 ，由 

于它具有耐热、保温、耐磨、电绝 

缘以及耐化 学腐蚀 等优 良的性 

能被各个领域广泛应用。 

石棉的危害主要是长期吸 

人石棉尘可导致石棉沉着病。石 

棉沉着病患者的临床改变待征 

是支气管内膜炎和肺气肿，导致 

石棉肺。 

虽然石棉的用途广泛、价格 

低廉 ，但 因其 危害严重 ，存在着 

致癌 问题 ，部分发达国家对石棉 

的使用进行了严格限制。当前大 

力提倡使用石棉替代品 ，我国也 

早己开始石棉 替代 品的生产使 

用、危害及防护措施研究。 

石棉替代品生产和应用发 

展很快 ，目前 已知有 150多种 ， 

但最常用的有 ：岩棉 、玻璃棉 、渣 

棉及漂白土纤维 、绿坡石、海泡 

石等 ，由于其仍具有生物活性和 

致病力，已受到重视。 

岩棉(rockwoo1)是以精选 

玄武岩或辉绿岩为主要原料 ，加 

一 定I：LI~0的矿渣，经高温熔融制 

成的人造无机纤维 ，深加工制成 

岩棉板 、岩棉管 、岩棉毡等系列 

产品 。 

企业追偿。即使最后找不到企业了，政府 

也有责任支付。因为这些工人为地方经 

济发展付出了血汗，作出了贡献。我们政 

府对于艾滋病病人还可以无偿救治 ，为 

什么对于为地 方 GDP作出贡献的职业 

病病人就不可以无偿救治呢?这不仅是 

道义责任 ，而且是法律责任。我们的税收 

和 GDP中有他们的一份。我们不能因为 

找不到企业或没有劳动合 同，就让工人 

等死 而大批工人如果都没有劳动合同， 

玻璃棉 是将石灰石 、叶蜡 

石、石英砂、硼镁石、萤石等岩石 

粉碎成粉末 ，搅拌均匀并配以硫 

酸钠 、芒硝等物质后 ，在 1000～ 

15∞ ℃下熔 融 ，通 过不同技术 

I如拉丝 、吹丝 、离 心等1制成的 

人造无机纤维。 

石棉替 代品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有 ： 

呼吸系统危害 

接触玻璃棉、岩棉 、矿棉的 

工人均可出现 X线胸片改变 ，即 

尘肺改变。肺功能测定 FVCf用 

力呼气量)低于正常，但远不如 

石棉工人严重。对接触玻璃纤维 

工人肺活检病理检查表明，肺组 

织内有玻璃纤维尘细胞灶 ，胶元 

轻度增生 ，肺癌、肺脓肿。当接触 

较低浓度时 (2．5根／毫升)，即 

使长达 20年 ，工人肺功能改变 

也不大。接触高浓度玻璃纤维尘 

的工人 ，出现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和哮喘发作。自患者肺灌洗液中 

可检 出 O．5、0．7 m 粗的玻璃 

纤维。 

此外，接触漂 白土纤维 、绿 

坡石、海泡石等的工人胸片显示 

有不典型的阴影 ，肺活检有细支 

气管炎 、网状纤维增生 、纤维 灶 

等改变。 

正说明政府相关部门之前的监管不到 

位，政府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记者 ：还有哪些部门可以对此进行 

救济? 

常凯：工会必须要承担责任。一个人 

的力量总是势单力孤的，要依靠工会组 

织。工会应该代表工人寻求救济途径 ，跟 

相关部门交涉，促进问题的解决。工会有 

这个义务。工会不仅是要在发生重大职 

业病事件或职业 安全事故后参与调查 ， 

皮肤 危害 

接触 玻璃纤维等的工人多 

发生接触性皮炎 ，但部分工人可 

以逐渐耐受 ，称为 “硬化现 象”。 

对皮肤损害的程度，依纤维直径 

和表面粗糙性而异 ，目前 公认 ， 

纤维直径超过 S m，才具有明 

显刺激作用。接触玻璃纤维、岩 

棉的工人 ，有少数人出现皮肤过 

敏 ，但迄今未证实这些纤维本身 

是致敏原。 

眼睛及黏膜危害 

接触玻璃纤 维等工人可患 

结膜炎和角膜炎 ，严重者可见角 

膜混浊和局部脓肿。患者眼内可 

以；中洗 出直 径 3工，m 以下 的纤 

维 。对患者眼球的病理检查 ，可 

见角膜上皮细胞增生 ，结膜液黏 

蛋白含量增加，表明是机械性刺 

激作用。动物实验证实有类似的 

病理改变。 

实验表明，当纤维粒径、长 

短相似时，石棉代替品亦可产生 

与石棉相近的毒性和致癌性。 

石棉替代品粉尘对人和动 

物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损害作用 ， 

其生物学活性及病理作用虽不 

及石棉 ，但作为石棉替代品的大 

量生产和使用 ，其危害不容忽 

视。●(编辑 ／郑钊萍) 

更要在预防职业病的过程 中发挥作用。 

防止职业病的发生 ，应是工会代表和维 

护劳动老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对此有着非常具体 

的规定。如果工会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职 

责，那么，职业安全卫生事故便会大大减 

少。过去在 国有企业 ，工会曾经在这方面 

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职业病的防治和救 

治，工会必须发挥作用。_(编辑 ／郑钊 

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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