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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中毒预防措施的效果及经济效益分析

湖南省浏阳县卫生防疫站 谭西 顺 胡元保 刘 日

皮鞋制造是 目前国内苯中毒患病率较高的工业企 苯作业 ) 和缝帮工 (不接触苯作业 ) 分为两个车间
,

业之一
。

从 19 8 8年 续月起
,

对某厂经过两年的技术改 消除了对缝帮工人的危害
。

造
,

效果显著
,

各作业点的苯浓度基本接近或达到了 2
.

机械通风
:
在工人刷胶操作处和车间安装了

国家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苯中毒患病率明显 通风排毒扇及吸毒罩装置
,
减轻了车间苯污染

。

降低
。

二
、

防毒措施效果及其评价

一
、

防毒措施
·

1
.

降低了车间苯浓度
:

通过技术改造
,

各作业

1
.

车间布置
:

将原来混合一起的钳帮工 (接触 点的苯浓度有了大幅度下 降
,

见表
。

技术改造前后车间空气中苯浓度结果
* (m g / nI

3 )

改造前 ( 1 9 8 8年 4 月 ) 改造后 ( 1 9 90年 于月 )

生产工段
样本 (份 ) 范 围 均值仅 ) 样本 (份 ) 范 围 均 值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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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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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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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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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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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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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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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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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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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P < 0
.

0工 * 苯浓度分析气相色谱法

苯浓度由改造前的平均浓度 2 n
.

74 m g /m , 降至 疗医药费 1
.

6万元
。

轻度患者每例住院费平均按 400

为 2 6
.

1 8m g /m气 平均下降了 8 7
.

6 3%
。

改 造 后有 元计算
,

则每年可节省医疗费2 0 0。元
。

50 %的样本在国家卫生标准以内
。

经统计学处理
,

技术 2
.

减少了因病休工损失
:

该厂每名工人年平均

改造前后车间苯浓度有明显降低的效果 ( P < 0
.

0 1)
,

产值 。 .

92 万元
,

以每例患者平均住院治疗时间为 30

基本上扭转了苯严重污染车间的状况
。

天
,

6 例患者每年因治疗而休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2
.

苯中毒患病率显著下降
:
改造前全厂直接接 失 .0 5 4万元

。

触苯作业的工人 90 名
,

发现轻度中毒 5例
,

重度中毒
’

3
.

消除了工人紧张情绪
:

目前工人情绪稳定
,

1 例
,

发病率为 6
.

67 %
。

改造后 83 名体检
,

无 血象异 再不盼望停产
、

转产或想方设法调离工作了
。

常
,

出勤率由改造前的 7 4
.

5% 上升到 9礼 2 %
。

综上所述
,

仅就工人自身来说
,

技术改造后所取

三
、

技术改造后经济效益分析 得的经济效益是比较显著的
。

1
。

减少医疗费用
:
改造前 1例重度患者住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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